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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市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
庆提出的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坚持“两点”定位、“两地”“两高”
目标，发挥“三个作用”和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
要指示要求，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
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
任务，全市疫情防控成果持续巩固，经济发展保持良好态势，
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

一、综合

初步核算，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7894.02亿元，比上
年增长8.3%，两年平均增长6.1%。按产业分，第一产业增加
值1922.03亿元，增长7.8%；第二产业增加值11184.94亿元，
增长7.3%；第三产业增加值14787.05亿元，增长9.0%。三次
产业结构比为6.9:40.1:53.0。全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86879元，比上年增长7.8%。民营经济增加值16628.56亿
元，增长9.4%，占全市经济总量的59.6%。

图1 2017―2021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

图2 2017―2021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全市年末常住人口3212.43 万人，比上年增加3.50万
人。其中，城镇人口2259.13万人，占常住人口比重（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为70.32%，比上年提高0.86个百分点。全年外出
市外人口412.56万人，市外外来人口222.77万人。

全年人口出生率为6.49‰，死亡率为8.04‰，人口自然增
长率为-1.55‰。全市常住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
对女性的比例）为102.39，出生婴儿性别比为107.94。

表1 2021年年末常住人口数及其构成

指 标

全市常住人口

按城乡分

城 镇

乡 村

按性别分

男 性

女 性

按年龄段分

0-15岁（含不满16周岁）

16-59岁（含不满60周岁）

60周岁及以上
＃65周岁及以上

年末数（万人）

3212.43

2259.13

953.30

1625.22

1587.21

530.05

1986.25

696.13

570.21

比重（%）

100.0

70.32

29.68

50.6

49.4

16.50

61.83

21.67

17.75

城镇新增就业人员75.08万人，比上年增长14.5%。年末
城镇登记失业率2.9%，比上年末下降1.6个百分点；全年城镇
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

全市农民工总量756.3万人，比上年增长2.7%。其中，外
出农民工513.6万人，下降1.7%；本地农民工242.7万人，增
长13.4%。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0.3%，其中食品价格下降
4.4%。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涨3.2%。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
上涨7.2%。农产品生产者价格下降1.6%。全年新建商品住宅
销售价格、二手住宅销售价格总体呈先升后回落的走势。12月
份，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指数为100.3、同比指数为
107.9；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指数为99.6、同比指数为104.4。

表2 2021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涨跌幅度

指 标

居民消费价格

食品烟酒

衣 着

居 住

生活用品及服务

交通通信

教育文化娱乐

医疗保健

其他用品及服务

比上年增长（%）

0.3

-2.2

1.4

0.4

0.7

4.7

1.7

-0.4

-2.7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逆势成长。全年规模以上工业战略
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8.2%，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
长18.1%，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 28.9%和
19.1%。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新材料产业、高端装
备制造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8.6%、11.9%、19.6%和13.2%。
全年高技术产业投资比上年增长8.4%，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
为8.5%。全市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商品零售额比上
年增长27.3%，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8.8个百分点。
全年新增市场主体57.88万户，年末市场主体总数320.37万户。

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新成效。全年全市万元地区生产总值

能耗比上年下降3.5%。全市环境空气质量满足优良天数326
天。环境空气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为35微克/立方米。
地表水总体水质为优，Ⅰ～Ⅲ类水质的断面比例为95.9%，集
中式生活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100%，库区一级支流水质
呈富营养的断面比例为34.8%。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势见效。全面落实双城经济
圈建设规划纲要，召开两次川渝党政联席会议，设立300亿元
双城经济圈发展基金，共同实施85项年度重点任务，推进67
个重大合作项目，打造10个区域合作平台。推动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多层次轨道交通规划获批启动实施，成渝中线、郑万
高铁重庆段、渝西高铁、涪江双江航电枢纽、川渝电网一体化
等项目取得积极进展。推动科技创新区域协同，集中开工40
个重大科技项目，合作共建6个重点实验室，组建成渝地区高
新区联盟、技术转移联盟和协同创新联盟。推动产业发展协
同协作，制定汽车、电子、装备制造、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协同发
展实施方案，获批共建工业互联网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和全国
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推动生态环保联建联治，共
同实施长江干流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开展跨界河流污染
专项整治和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启
动第二批便捷生活行动，210项“川渝通办”事项全面实施，跨
省医疗结算、公积金异地贷款等实现“一地办”。

“一区两群”经济协调发展。建立健全“一区两群”协调发
展工作调度机制和区县对口协同发展机制，促进各片区发挥
优势、彰显特色、协同发展。全年主城都市区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21455.64亿元，同比增长8.0%；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4895.15亿元，同比增长9.1%；渝东南武陵山
区城镇群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543.19亿元，同比增长7.6%。
从工业生产看，主城都市区产业门类齐全，配套体系完善。从
投资看，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投资增长加快。从消费看，主
城都市区消费市场持续复苏；两群地区在特色山地效益农业、
文旅融合发展的推动下，消费市场呈现稳健复苏的良好态势。

二、农业

全年农林牧渔业增加值1960.86亿元，比上年增长7.8%。
全年粮食播种面积3019.79万亩，比上年增长0.5%。粮

食综合单产361.89公斤/亩，增长0.5%。
全年粮食总产量1092.84万吨，比上年增长1.1%。其中，

夏粮产量121.06万吨，增长1.2%；秋粮产量971.78万吨，增长
1.0%。全年谷物产量761.38万吨，增长1.0%。其中，稻谷产
量493.05万吨，增长0.8%；小麦产量6.15万吨，增长1.0%；玉
米产量254.56万吨，增长1.4%。全年猪肉产量142.01万吨，
增长30.5%。生猪出栏1806.86万头，增长26.0%。年末生猪
存栏1179.83万头，增长9.0%。

表3 2021年主要农产品产量及其增长速度

产品名称

粮食（万吨）

禽蛋（万吨）

牛奶（万吨）

出栏生猪（万头）

出栏牛（万头）

出栏羊（万只）

出栏家禽（万只）

猪肉（万吨）

水产品（万吨）

产量

1092.84

47.87

3.07

1806.86

57.20

454.65

24077.59

142.01

54.53

比上年增长（%）

1.1

4.7

-4.4

26.0

3.0

1.1

5.3

30.5

4.1

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实现工业增加值7888.68亿元，比上年增长9.6%。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0.7%。分经济类型看，国
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11.1%，股份制企业增长10.7%，外商
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10.5%，私营企业增长10.0%。分门
类看，采矿业下降15.7%，制造业增长11.6%，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12.8%。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分产业看，汽车产业增加值比上年
增长12.6%，摩托车产业增长5.9%，电子产业增长17.3%，装
备产业增长 16.8%，医药产业增长 14.5%，材料产业增长
5.9%，消费品产业增长8.9%，能源工业增长3.4%。分行业看，
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4.0%，化学原料和化学
制品制造业增长4.3%，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下降0.8%，黑色金
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11.5%，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业增长6.4%，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7.1%，铁路、船舶、航空航
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长6.9%，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增长27.0%，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3.5%，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长15.6%。

表4 2021年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及其增长速度

产品名称

汽车（万辆）
＃新能源汽车
微型计算机设备（万台）
＃笔记本计算机
智能手机（万台）
液晶显示屏（亿片）
钢材（万吨）
铝材（万吨）
水泥（万吨）

产量

199.80
15.22

10730.36
9385.29
8649.68

3.65
1310.46
217.72

6232.94

比上年增长(%)

26.1
252.1
17.5
19.1
11.6
29.7
-0.4
18.6
-3.9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比上年增长40.8%。分
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增长92.7%，股份制企业增长
39.9%，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48.2%，私营企业增长
21.3%。分门类看，采矿业利润比上年下降7.8%，制造业增长
44.0%，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11.1%。

全年建筑业增加值3296.26亿元，比上年增长1.9%。全
市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总产值9943.01亿元，增长
10.8%。

四、服务业

全年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2697.53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4%；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1087.34亿元，增长
9.9%；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550.31亿元，增长14.1%；金融业
增加值2459.78亿元，增长4.0%；房地产业增加值1658.35亿
元，增长 4.1%；其他服务业增加值 6333.74 亿元，增长
10.0%。全年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5246.66亿元，比
上年增长15.4%。

全年货物运输总量14.43亿吨，货物运输周转量3841.66
亿吨公里。全年内河港口货物吞吐量19804.25万吨，增长
20.0%。空港货物吞吐量47.87万吨，增长16.0%。国际标准
集装箱吞吐量171.21万标准箱，其中铁路吞吐量38.14万标
准箱，增长20.1%。

表5 2021年各种运输方式货物运输量及其增长速度

指 标

货物运输总量（万吨）
铁 路
公 路
水 运
航 空

货物运输周转量（亿吨公里）
铁 路
公 路
水 运
航 空

绝对量

144254.39
1592.82

121185.16
21461.83

14.57
3841.66
246.66

1155.84
2435.94

3.22

比上年增长（%）

18.8
-15.2
21.6
8.3

10.2
9.0

25.5
9.5
7.3

48.2

全年旅客运输总量3.53亿人次，比上年下降11.4%。旅
客运输周转量644.57亿人公里，增长1.7%。空港旅客吞吐量
3741.63万人次，增长2.8%。

表6 2021年各种运输方式旅客运输量及其增长速度

指 标

旅客运输总量（万人次）
铁 路
公 路
水 运
航 空

旅客运输周转量（亿人公里）
铁 路
公 路
水 运
航 空

绝对量

35250.15
6497.06

25647.88
610.14

2495.07
644.57
156.64
120.39

2.98
364.56

比上年增长（%）

-11.4
24.2

-18.4
16.6
-3.8
1.7

22.8
-14.4
39.3
0.4

年末全市民用车辆拥有量837.09万辆，比上年末增长
9.4%。其中私人汽车拥有量768.23万辆，增长10.2%。民用
轿车拥有量273.84万辆，增长7.8%。其中私人轿车254.56万
辆，增长8.8%。

全年完成邮政业务总量163.19亿元，比上年增长20.2%。
邮政业全年完成邮政函件业务1489.16万件，包裹业务21.16
万件，快递业务9.79亿件，快递业务收入103.43亿元。

全年完成电信业务总量 4412.36 亿元，同比增长
38.3%。全市电话用户 4359.11 万户，其中移动电话用户
3751.11万户。移动电话普及率为117.02部/百人。互联网
用户4824.73万户，其中移动互联网用户3288.50万户，固定
宽带互联网用户1536.23万户；手机上网用户3284.45万户，
增长5.6%。

五、国内贸易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18.5%，扣除价格
因素实际增长16.9%。按经营地统计，城镇消费品零售额增
长17.8%，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3.2%。按消费类型统计，
商品零售额增长17.0%，餐饮收入增长28.5%。

在限额以上单位中，粮油、食品类商品零售额比上年增长
12.6%，饮料类商品增长47.5%，烟酒类商品增长24.6%，服
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商品增长 7.9%，化妆品类商品增长
10.0%，金银珠宝类商品增长38.6%，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
商品增长17.4%，中西药品类商品增长9.8%，文化办公用品类
商品增长18.3%，家具类商品增长24.1%，通讯器材类商品增
长8.8%，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商品增长27.3%，石油及制品类商
品增长25.9%，汽车类商品增长13.0%。

从零售业态看，全年无店铺零售比上年增长25.8%。其
中，网上商店增长20.6%，邮购增长49.4%；在有店铺零售企业
中，百货店增长3.5%，超市增长17.6%，仓储会员店和厂家直
销中心增长70.2%。

六、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上年增长6.1%。其中，基础设
施投资增长7.4%，工业投资增长9.1%，民间投资增长9.3%。

表7 2021年按产业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

指 标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工业

汽车产业

摩托车产业

电子产业

装备产业

医药产业

材料产业

消费品产业

能源工业

第三产业
＃房地产开发

比上年增长（%）

6.1

15.7

8.0

9.1

-1.9

22.2

7.3

22.8

10.9

9.1

12.9

3.6

5.2

0.1

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4354.96亿元，比上年增长0.1%。
其中，住宅投资3288.11亿元，增长3.1%；办公楼投资80.88亿
元，下降9.7%；商业营业用房投资413.07亿元，下降7.4%。全
年全市棚户区改造1.5万户。

表8 2021年商品房建设与销售主要指标及其增长速度

指 标

施工面积（万平方米）
＃住宅
办公楼
商业营业用房

新开工面积（万平方米）
＃住宅
办公楼
商业营业用房

竣工面积（万平方米）
＃住宅
办公楼
商业营业用房

销售面积（万平方米）
＃住宅
办公楼
商业营业用房

销售额（亿元）
＃住宅
办公楼
商业营业用房

绝对量

26893.17
17709.78

738.76
2900.18
4873.36
3231.19
104.52
470.78

4196.21
2724.39
141.53
398.93

6197.71
4945.42
110.45
371.87

5391.26
4786.06

91.65
305.36

比上年增长（%）

-1.7
-2.9
5.3

-4.6
-18.1
-21.3
-5.6
3.8

11.2
5.4

127.6
8.9
0.9
2.7
3.5

-28.4
6.3

11.5
-28.4
-30.6

全市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3839公里。公路路网密度223
公里/百平方公里。铁路营业里程2394公里。轨道交通营运
里程370公里，日均客运量300.6万人次。

七、对外经济

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8000.59亿元，比上年增长22.8%。
其中，出口5168.33亿元，增长23.4%；进口2832.26亿元，增长
21.7%。按美元计算，货物进出口1238.33亿美元，比上年增
长 31.5%。其中，出口 800.06 亿美元，增长 32.2%；进口
438.27亿美元，增长30.2%。全市对东盟、欧盟、美国三大贸
易伙伴分别进出口1292.33亿元、1239.79亿元、1199.35亿
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5.2%、19.5%、11.4%；对“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进出口2207.01亿元，比上年增长26.0%。

表9 2021年货物进出口总额及其增长速度

指 标

进出口总额

出口额
＃国有企业

外资企业

民营企业
＃一般贸易

加工贸易
＃机电产品
＃高新技术产品
＃笔记本电脑

进口额
＃国有企业

外资企业

民营企业
＃一般贸易

加工贸易
＃机电产品
＃高新技术产品

绝对量（亿元）

8000.59

5168.33

180.41

2650.13

2335.76

1581.00

3084.28

4721.88

3758.75

2000.88

2832.26

495.13

1174.93

1158.20

1106.55

545.74

2065.09

1840.79

比上年增长（%）

22.8

23.4

35.9

11.4

39.9

31.0

15.0

23.1

19.5

15.9

21.7

30.8

5.1

40.3

37.2

9.1

18.3

16.4

全市新增外商投资企业351家，比上年增长22.3%。全年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06.65亿美元，增长3.8%。其中，外商直
接投资22.36亿美元，增长6.4%。截至年底，累计有312家世
界500强企业落户重庆。

全年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4.52亿美元，比上年下降
6.3%；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4.25亿美元，下降25.7%。

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新增注册企业（含分支机构）
14246户，注册资本总额1147.04亿元。其中，新增注册外资
企业（含分支机构）99户，注册资本4.17亿美元。引进项目
479个，签订合同（协议）总额1649.37亿元。

全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总运输 11.24 万箱，同比增长
54.2%；总运输货值187.16亿元，同比增长40.1%；其中外贸货
值115.60亿元，同比增长38.1%。物流网络辐射107个国家
和地区315个港口。中欧班列（成渝）总运输41.86万箱，位居
全国第一。外贸货物吞吐量578万吨，同比增长9.4%，开行沪
渝直达快线1192艘次，同比增长32.6%，运输集装箱22.65万
标箱，同比增长40.3%，江海联运可通达环太平洋、大西洋200
个国家和地区600个港口。新开国际航线5条，国际航空货邮
吞吐量达到22.14万吨，同比增长46.8%。

八、财政金融

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285.4亿元，比上年增长9.1%。
其中税收收入1543.4亿元，增长7.9%。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835.1亿元，比上年下降1.2%。

金融机构资产规模 7.44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11.7%。
年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45908.04 亿元，比上
年末增长7.1%。其中，人民币存款余额44270.21亿元，增
长7.3%。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46927.61亿元，比上年
末增长 12.0%。其中，人民币贷款余额 46043.22 亿元，增
长12.4%。

表10 2021年年末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及其增长速度

指 标

本外币存款余额
＃人民币存款余额

＃住户存款

非金融企业存款

政府存款

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

本外币贷款余额
＃人民币贷款余额

＃短期贷款

中长期贷款
＃个人贷款及透支

年末数（亿元）

45908.04

44270.21

22239.89

11358.16

6786.10

3852.46

46927.61

46043.22

7597.31

34516.69

19360.46

比上年末增长（%）

7.1

7.3

10.0

3.8

-0.6

17.9

12.0

12.4

13.5

9.6

15.9

全市共有证券公司总部1家，证券营业部208家，证券分
公司49家。境内上市公司63家，总股本960.01亿股，股票总
市值11367.88亿元。

全市共有保险法人机构5家，省级分公司60家。保费总
收入969.53亿元。其中，财产保险收入217.21亿元，人寿保
险收入519.23亿元，健康和意外伤害保险收入233.09亿元。
全年赔付各类保险金 305.02 亿元。其中，财产保险赔付
150.14亿元，人寿保险赔付62.11亿元，健康和意外伤害保险
赔付92.77亿元。

九、居民收入消费和社会保障

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803元，比上年增长9.7%。
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502元，增长8.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100元，增长10.6%。按全体居
民五等份收入分组，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1019元，中间
偏下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9741元，中间收入组人均可支
配收入28978元，中间偏上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42616元，
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76297元。

全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4598元，比上年增长13.5%。
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9850元，增长12.8%；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6096元，增长13.8%。全市居民恩
格尔系数为33.2%，比上年下降0.4个百分点。其中城镇为
32.0%，农村为36.6%。

（下转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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