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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付爱农 夏元

今年上半年，通过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全市经济运行是否已恢复正常状
态？民营经济发展情况如何？下半年猪肉价
格是涨是降？

对此，市政府副秘书长罗蔺、市统计局副
局长秦瑶、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副总队长
李涛明在昨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了记
者提问。

下阶段经济有望保持逐步复苏态势

问：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市
经济发展受到较大冲击。不过从上半年主要
经济指标来看，多项数据实现正增长，这是否
说明我市经济已恢复正常运行？接下来经济
走势如何？

秦瑶：今年以来，疫情对全市经济产生较
大影响，产业链、供应链各环节均受到不同程
度冲击，企业订单减少、资金周转困难、用工成
本增加等，都成为制约实体经济发展的因素，
加上居民收入相对减少，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
消费需求的释放。

不过，进入二季度以来，全市持续加大力
度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做好“六稳”“六保”工
作，全力推进企业复工复产、复商复市，积极出
台各项措施打通上下游产业链，为企业纾困解
难，刺激消费需求恢复增长。从主要经济指标

看，我市正逐步克服疫情的影响，经济总量实
现增长，工业实现正增长，投资连续4个月回
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连续3个月增长，居民
收入上涨，物价平稳等，这些都反映了我市经
济发展所体现出的韧性。

随着国内经济运行持续复苏、内需逐步提
高，再加上一系列复工复产复商复市的举措释
放出政策效应，下阶段我市经济有望保持逐步
复苏的态势。但困难不容小觑，目前国际形势
仍存在较多不确定性，且疫情只是影响经济发
展的一方面原因，经济发展方式变革、产业结
构深度调整等因素都将对经济产生影响，所以
后续发展还需综合判断。

民营经济逐步回升体现在四个方面

问：今年以来民营经济受疫情冲击比较
大，随着全市企业复工复产进度加快，当前民
营经济发展状况如何？

秦瑶：民营企业以中小微企业为主，抵御
风险能力较弱，在此次疫情中成为受冲击的重
点领域。今年一季度，我市民营经济确实呈现
出全面下降的态势。

针对这一情况，全市抓紧出台“支持中小
企业20条”“支持企业40条”等暖企纾困政策，
用足专项、专用再贷款政策，出台提振消费、稳
定经济增长等多项政策，推动了全市民营经济
逐步回升，主要体现在以下四点——

经济增速由负转正。上半年，全市民营经
济增加值同比增长1%，实现由负转正，比一季
度提高7.2个百分点。占全市GDP的比重达
到57.6%，较一季度提高0.3个百分点。

市场主体规模稳步增长。截至今年6月
底，全市民营市场主体较去年底增长3.7%。

民营商贸企业销售回暖。上半年全市限
额以上民营商贸企业实现商品销售总额同比
增长0.5%，实现由负转正，比一季度提高16.3
个百分点。

外贸进出口值快速增长。上半年全市民
营企业实现进出口值同比增长11%，比一季度
提高25.2个百分点，其中6月当月进出口值增
长60.7%。

但同时要看到，疫情对民营经济部分领域
造成的冲击在短期内难以消除，要完全恢复至
疫情之前的状况尚需时日。

抓住“牛鼻子”推动工业经济回升

问：二季度以来，全市先后召开发展数字
经济推进大会等一系列会议，在相关政策带动
下，全市工业经济恢复情况如何？

罗蔺：推动全市企业复工复产、复市复销，
我市抓住了三个“牛鼻子”——抓重点产业、重
点领域复工复产；在重点产业、重点领域里抓
重点龙头企业复工复产；推动重点龙头企业抓
重要产业链和供应链复工复产。

目前，全市工业经济势头回升较好，二季
度实现由负转正，成绩来之不易。这得益于市
委、市政府积极主动作为，特别是3月以来，市
委、市政府积极谋划，召开一系列推动工业企
业复工复产的专门会议。

疫情期间，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得到提
速，线上服务、线上业态、线上管理“三线”产
业发展非常明显。同时，疫情防控也助推数
字经济、生物医药等产业发展壮大，5G等新
基建加速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产业高端
化、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趋势更加明
显。

预计下半年猪肉价格总体保持平稳

问：今年上半年，全市猪肉价格仍保持高
位运行，生猪存栏同比下降幅度较大，当前我
市如何对生猪进行保供稳价？接下来的猪肉
价格走势如何？

李涛明：去年以来，受非洲猪瘟等影响，我
市生猪产能大幅下降，活猪及仔猪价格屡创新
高。今年上半年，全市猪肉价格上涨110%，影
响CPI上涨约2.82个百分点。

为促进生猪产能有序恢复，确保生猪市场
保供稳价，市委、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
括完善生猪稳产保供协调机制，重点推动养殖
用地、贷款贴息、金融支持等政策落细、落实、
落地，加快生猪重点产能建设布局，推动多个
生猪养殖项目有序推进，助推市内原有养殖场
户进行扩张发展。

从产能恢复看，今年上半年，全市生猪存栏
达985.2万头，虽然同比下降7.7%，但比一季度
增长8.7%；从产品供给看，二季度全市生猪出
栏239.8万头，出栏量已接近往年同期水平；二
季度全市猪肉产量18.3万吨，同比增长4.5%。

随着生猪保供稳价等一系列措施落地见
效，我市生猪产能恢复较快，预计三季度生猪
和能繁母猪存栏将继续保持增长。虽然考虑
到养殖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水平或将持续高
位运行一段时间，但下半年猪肉价格同比大幅
上涨可能性不大，总体上将保持平稳运行。

疫情之下，重庆经济发展有韧性

119.6 万
吨

农业

全市夏粮产量119.6万吨，同比下降0.5%；油菜籽种植面
积增长1.3%；蔬菜产量1077.2万吨，同比增长3.7%

1%

工业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八大支柱产业逐步复
苏，电子、医药、材料和消费品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8.6%、
2.1%、1.3%和0.9%，其他支柱产业降幅收窄；全市高技术制
造业和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8%和7.7%

0.5%

服务业

全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5%；全市金融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5.7%

5307.45 亿
元

社零总额 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307.45亿元，同比下降
7.2%，降幅较一季度收窄11.4个百分点；全市限额以上批
发和零售业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40.7%

0.2%

固定资产投资 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0.2%，其中以5G、数据中心等为
主的新基建投资同比增长1.6倍，交通投资增长13.3%，水利
管理业投资增长5.2%，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6.2%

2759.2 亿
元

进出口
全市货物进出口总额2759.2亿元，同比增长3.5%。其中
出口1699.6亿元，同比下降0.7%；进口1059.6亿元，增
长11%

2728.33
万
平
方
米

房地产 全市商品房销售面积2728.33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3.3%，
降幅较一季度收窄21.3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额2155.48
亿元，同比下降17.7%，降幅较一季度收窄21.3个百分点

3.7%
居民消费价格

全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3.7%，涨幅较一季度回落1.3
个百分点。其中，食品烟酒、生活用品及服务、教育文化和
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和服务价格同比分别上涨
11.9%、0.1%、2.4%、2%、3.4%，衣着、交通和通信价格分
别下降2.3%、2.2%，居住价格与上年同期持平

15735 元

人均可支配收入 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35元，同比增长5%。其中，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747元，同比增长3.9%；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989元，同比增长6.1%

（数据来源：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

上半年主要经济数据

经济运行稳步复苏呈现 大态势99
□本报记者 付爱农 夏元

今年上半年，我市经济运行总体情况如
何？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发展态势，以及投
资、进出口和居民收入等情况如何？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一季度，我市
地区生产总值（GDP）同比下降6.5%。随着统
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力度持续
加大，当前，全市经济企稳回暖、韧性增强、动
能集聚。7月21日，记者在2020年重庆上半
年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上半年，
全市GDP同比增长0.8%，第一、二、三产业增
加值均实现正增长。全市经济运行稳步复
苏，呈现出9大态势，发展的韧性和活力进一步
增强。

农业生产保持稳定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市小春粮油生产平
稳，夏粮产量119.6万吨，同比下降0.5%；油菜
籽种植面积增长1.3%。全市蔬菜产量1077.2
万吨，同比增长3.7%；大春作物播种时间与往
年持平，基本实现满栽满种，总体长势正常。

养殖业方面，生猪产能持续恢复。今年6
月末，全市生猪存栏985.2万头，较上年末增长
6.9%，较今年3月末增长8.7%。牛羊禽生产保
持平稳，牛、羊、家禽的存栏量分别为104.1万
头、324.8万只、1.17亿只；全市禽蛋产量20万
吨，同比增长4.9%。

工业生产持续恢复

新旧动能加速转换，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
越宽广。

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1%，较一季度提高11.6个百分点。其中，6
月份增加值同比增长10.6%，较上月提高0.9
个百分点。从三大门类看，上半年采矿业增加
值同比下降1.3%，制造业增长1.2%，电力、热
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0.9%。

我市八大支柱产业逐步复苏，对于稳住经
济基本盘发挥出巨大作用。上半年，电子、医
药、材料和消费品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8.6%、2.1%、1.3%和0.9%；其他支柱产业降幅
收窄。6月份，全市八大支柱产业增加值均实
现增长，其中汽车、电子产业同比分别增长
25%和12.1%。

近年来，我市大力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
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成效正逐
步显现。上半年，全市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
新兴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8%和7.7%，
较一季度提高9.5和11.6个百分点，占规上工
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8.8%和27.3%。特别是集
成电路、液晶显示屏、半导体分立器等高技术
产品，产值同比分别增长34.1%、27.9%、10%；
医疗防疫产品需求大幅增长，医疗仪器设备及

器械、口罩原材料无纺布等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38.9%和39.5%。

服务业逐步恢复

服务业正逐步实现高质量发展。上半年，

全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5%，较一季度
提高3.9个百分点。1至5月，全市规模以上服
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406.65亿元，降幅较
1至2月收窄7.3个百分点。其中，“含金量”颇
高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
入同比增长27.4%，较1至2月提高13.9个百

分点；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回升较
快，增速较1至2月提高26.3个百分点。

金融业运行平稳。上半年，全市金融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5.7%。6月末，全市金融机构人
民币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13.2%；
全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4.09万亿元，同
比增长7%，其中住户存款、非金融企业存款同
比分别增长13.5%和10.5%。

消费市场改善回暖

全市消费市场正逐步改善、回暖。上半
年，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307.45亿
元，同比下降7.2%，降幅较一季度收窄11.4个
百分点。

按经营地域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实现
4581.95亿元，同比下降7.5%，较一季度收窄
11.1个百分点；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实现725.5
亿元，同比下降5.7%，较一季度收窄12.7个百
分点。

按消费类型分，商品零售同比下降5.8%，
较一季度收窄9.8个百分点；餐饮收入同比下
降16.1%，较一季度收窄25.4个百分点。其
中，6月份全市社零总额同比增长8.7%，较5月
提高4.9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实现增长。

疫情期间催生了很多新产业、新业态、
新模式，为消费回暖注入新动能。数据显
示，上半年全市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实物
商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40.7%，较一季度
提高 9.2 个百分点，较上年同期提高 29.3 个
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回升

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上半年，
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0.2%，较一季度提
高16.3个百分点。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基础设施“两新一重”
（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及重大工程建设）
项目投资明显加快：上半年，5G、数据中心等新
基建投资同比增长 1.6 倍，交通投资增长
13.3%，水利管理业投资增长5.2%，分别较一
季度提高46.1、14和7.9个百分点。

全市高技术产业投资增势良好，上半年同
比增长16.2%，较一季度提高23.5个百分点。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9.5%，高技
术服务业投资增长45.1%。

外贸实现逆势增长

重庆外贸实现逆势增长。上半年，全市货
物进出口总额2759.2亿元，同比增长3.5%，较
一季度提高17.6个百分点。

其中，电子信息产品成为重庆出口的主力
军——上半年，全市电子信息产品出口1261.6
亿元，同比增长 5.2%，占全市出口总额的
74.2%。其中，笔记本电脑出口724.8亿元，同
比增长4.9%。

房地产供给总体平稳

当前，我市房地产市场供给总体平稳，商
品房销售持续恢复。

截至6月底，全市商品房施工面积2.44亿
平方米，同比下降2.8%，其中住宅施工面积
1.62亿平方米，下降1.2%。6月，全市商品房
销售面积726.17万平方米，同比增长5.6%。

拉通看，上半年全市商品房销售面积
2728.33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3.3%，降幅较一
季度收窄21.3个百分点；销售总额2155.48亿
元，同比下降17.7%，降幅较一季度收窄21.3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销售额1787.65亿元，下
降21.5%，降幅较一季度收窄20.9个百分点。

消费价格涨势温和

站在消费者的角度而言，上半年，全市居
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3.7%，涨幅较一季
度回落1.3个百分点，其中6月同比上涨2.4%，
处于温和上涨区间。

具体来说，上半年，食品烟酒、生活用品及
服务、教育文化和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和
服务的价格同比分别上涨11.9%、0.1%、2.4%、
2%、3.4%，衣着、交通和通信价格分别下降
2.3%、2.2%。在食品价格中，猪肉价格同比上
涨110%，鲜菜价格上涨2.9%，粮食价格下降
3.1%，鲜果价格下降21.4%。

站在生产者的角度而言，上半年，全市工
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1.2%，购进价格下
降0.3%。

居民收入继续增长

随着经济逐步复苏，居民收入也水涨船
高。上半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35
元，同比增长5%，较一季度提高3.6个百分点。

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747元，同比增长3.9%，较一季度提高3.1个
百分点；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989
元，增长6.1%，较一季度提高4.1个百分点。

重庆上半年GDP同比增长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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