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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2021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其增长速度

指 标

人均可支配收入

工资性收入

经营净收入

财产净收入

转移净收入

全市居民

绝对量
（元）

33803

18138

5358

2090

8217

比上年
增长
（%）

9.7

9.8

9.3

9.6

9.5

城镇常住居民

绝对量
（元）

43502

25396

4894

3106

10107

比上年
增长
（%）

8.7

8.7

9.2

8.6

8.5

农村常住居民

绝对量
（元）

18100

6386

6110

446

5157

比上年
增长
（%）

10.6

11.3

9.8

9.9

10.9

图3 2021年全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及其构成

全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1354.25万人，比上
年增长12.5%。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1139.93万
人，下降2.3%。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795.85万
人，增长3.8%。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2465.88万
人，下降1.4%。工伤保险参保人数765.73万人，增长5.4%。
生育保险参保人数536.55万人，增长6.1%；享受生育保险待
遇26.32万人次，下降2.3%。失业保险参保人数598.30万人，
增长9.1%。

年末全市共有23.93万人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58.57万人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城市特困人员救助
供养人数8.19万人，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人数9.77万人。
全年资助154.28万困难群众参加医疗保险。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636元/月，农村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标准为515元/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为827元/
月，集中供养孤儿补助标准1477元/月，社会散居孤儿补助标
准1277元/月。

十、科学技术和教育

截至年底，市级及以上重点实验室220个，其中国家重点
实验室10个。市级及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364个，其中国
家级中心10个。新型研发机构179个，其中高端研发机构77

个。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5108家。全年技术市场签订成
交合同7266项，成交金额310.8亿元。

全年专利授权7.62万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0.94万件。
有效发明专利4.23万件。

全市共有有效注册商标71.99万件，比上年增长19.2%。
驰名商标161件，地理标志286件。

年末全市共有产品检验检测机构88家，其中国家质检中
心19个。现有认证机构10家。法定计量技术机构7个，全年
强制检定计量器具450.14万台（件）。全年修订、制定地方标
准（不含工程建设、食品安全）115项。

全市共有普通高等教育学校69所，成人高校3所，中等职
业学校129所（不含技工校），普通中学1123所，普通小学
2717所，幼儿园5684所，特殊教育学校39所。高等教育毛入
学率58.03%，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98.61%，初中入学率
99.60%，小学入学率 99.93%，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园率
91.01%。在园幼儿普惠率93.15%。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95.67%。

表12 2021年全市教育主要指标

指 标

研究生教育

普通高校本专科教育

成人本专科教育

中等职业学校教育

普通高中教育

普通初中教育

普通小学教育

特殊教育

指 标

学前教育

招生数
（万人）

3.13

31.91

2.06

13.67

21.76

35.09

34.27

0.46

入园人数
（万人）

27.69

在校学生数
（万人）

9.74

100.27

5.66

36.42

63.99

113.23

203.09

2.74

在园幼儿数
（万人）

99.52

毕业生数
（万人）

2.23

21.58

3.13

9.52

20.18

37.17

34.48

0.49

离园人数
（万人）

34.68

十一、文化旅游、卫生健康和体育

全市共有博物馆111个，文化馆41个，公共图书馆43个，
公有制艺术表演团体20个。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99.49%，电
视综合人口覆盖率99.56%。全年生产电视剧3部、电影35
部、电视动画片1730分钟。出版各类期刊3036万册，图书
14292.97万册（张）。全市共有国家级综合档案馆40个、市级
专业档案馆1个、市级部门档案馆4个。

全市旅游及相关产业实现增加值1076.09亿元，较上年
增长9.9%；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3.9%，与上年持平。年
末全市拥有国家A级景区 269个，其中 5A级景区 10个，
4A级景区131个。

年末全市共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21358个。其中，
医院858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577个，乡镇卫生院819
个，村卫生室9492个。医疗卫生机构实有床位数24.07万
张。其中，医院床位17.81万张，乡镇卫生院床位4.56万张。
全市共有卫生技术人员24.41万人。其中，执业医师和执业助
理医师9.17万人，注册护士11.34万人。

年末全市共有体育场地 13.66 万个，体育场地面积
6675.00万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08平方米。我市获全
国最高水平比赛奖牌47枚，其中金牌11枚。

十二、资源、环境和应急管理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比上年增长5.5%，其
中，六大高耗能行业综合能源消费量增长7.6%。单位工业增
加值能耗下降4.7%。全社会用电量增长13.0%。

全年水资源总量719.65亿立方米。年平均降水量1365
毫米。全年总用水量72.12亿立方米。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913.15平方公里。

全市自然保护区58个，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7个。完
成营造林面积34.9万公顷。全市森林覆盖率54.5%。

全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稳中向好，昼间达标率为98.9%，
全市区域环境噪声昼间平均等效声级为52.5分贝，道路交通
噪声昼间平均等效声级为64.4分贝。城市区域噪声总体水平
等级为二级，评价为较好；道路交通噪声总体水平等级为一
级，评价为好。

全年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876人（含道路运输事故次
责及以下），比上年下降7.0%；较大生产安全事故8起，同比持
平；未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亿元地区生产总值生产安全
事故死亡人数0.031人，比上年下降18.4%。道路交通万车死
亡人数1.69人，上升0.6%。

注：
1.本公报中2021年数据均为初步统计数，部分数据因四

舍五入的原因，存在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2.地区生产总值、三次产业及相关行业增加值、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绝对数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计算。
3.两年平均增速是指以2019年同期数为基数，采用几何

平均的方法计算的增速。
4.外出农民工是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外从业6个月及

以上的农村劳动力；本地农民工是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以
内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

5.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
造、新材料、生物、新能源汽车、新能源、节能环保和数字创意
等八大产业中的工业相关行业。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
增速按可比口径计算。

6.高技术制造业包括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
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
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信息化学品制造业。

7.高技术产业投资包括医药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
等六大类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和信息服务、电子商务服务等九
大类高技术服务业投资。

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财务指标增速按可比口径计算。
9.其他服务业包括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信息

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
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
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等行业。

10.邮政业务总量按2020年价格计算。
11.基础设施投资是指建造或购置为社会生产和生活提供

基础性、大众性服务的工程和设施的支出。本公报中的基础
设施投资包括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

邮政业，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
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

12.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是指具有集体、私营、个人性质的内
资企事业单位以及由其控股（包括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的企
业单位建造或购置固定资产的投资。

13.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是指将所有调查户按人均收入水
平从低到高顺序排列，平均分为五个等份，处于最高20%的收
入群体为高收入组，依此类推依次为中间偏上收入组、中间收
入组、中间偏下收入组、低收入组。

14.体育场地调查对象不包括军队、铁路系统所属体育场
地。体育场地面积是指体育训练、比赛、健身场地的有效面积。

15.行业统计标准：
规模以上工业：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

法人单位。
有资质的建筑业：有总承包和专业承包资质的建筑业法

人单位。
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

上的批发业、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企业
（单位）。

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200万元及以上
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单位）。

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业法人单位。
规模以上服务业：年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

人单位。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三个门类和卫生
行业大类。

年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租
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三个门类，以
及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
业四个行业大类。

年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居民
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两个门类，以及
社会工作行业大类。

资料来源（以文中数据为序）：
本公报中城镇新增就业、登记失业、社会保障数据来自市

人力社保局；噪音、空气、水质监测数据来自市生态环境局；市
场主体、质量检测数据来自市市场监管局；内陆开放高地建设
数据来自市政府口岸物流办；水产品数据来自市农业农村委；
交通数据来自市交通局；民用汽车数据来自市公安局；邮政数
据来自市邮政管理局；通信数据来自市通信管理局；城市棚户
区数据来自市住房城乡建委；货物进出口数据来自重庆海关；
对外经济数据来自市商务委；财政数据来自市财政局；部分金
融数据来自市金融监管局和人行重庆营管部；证券数据来自
重庆证监局；保险数据来自重庆银保监局；医疗保险数据来自
市医保局；城乡低保、城乡特困人员救助数据来自市民政局；
科技数据来自市科技局；专利、商标、地理标志数据来自市知
识产权局；教育数据来自市教委；文化、旅游数据来自市文化
旅游委；电影、期刊、图书数据来自市委宣传部；档案数据来自
市档案局；医疗卫生数据来自市卫生健康委；体育数据来自市
体育局；水资源数据来自市水利局；自然保护区、林业、森林数
据来自市林业局；生产安全事故数据来自市应急局。其他数
据来自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

刚刚过去的2021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一年，也是重庆发展进程中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全
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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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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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

“十四五”良好开局。如期发布的《2021年重庆市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全面展现了过去一年重庆市在疫情防
控中，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升综合竞争力上取得的新成果，笔
笔数据、张张图表翔实生动地记录了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的新成绩。

一、经济总量持续攀升，综合实力日益提升

面对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全市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慎终如始抓好疫情防控，因时因势调度经济运行，坚决守
住安全发展底线，全市经济稳步增长、产业链逐步恢复，区域
影响力不断提升。

经济总量不断跃升。2021 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27894.02亿元，比上年增长8.3%,高于全国0.2个百分点。第
一产业增加值增长7.8%、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7.3%、第三产
业增加值增长9.0%。非农产业占比为93.1%，高于全国0.4个
百分点。全市人均GDP达到86879元，比上年增长7.8%，较
全国高5903元。

产业发展韧性增强。农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年粮食播种
面积比上年增长0.5%，粮食总产量增长1.1%。工业生产稳定
增长，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0.7%，高于全国1.1个百分
点。汽车产业和电子产业分别拉动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9和2.8个百分点。服务业稳步复苏，规上服务业企业实现
营业收入增长15.4%。市场主体活力不断激发，全年新增市
场主体57.88万户，年末市场主体总数320.37万户。产能利
用率处于较高水平，全市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达77.6%，比上
年提高2.3个百分点。民营经济活力持续提升，民营经济增加
值增长9.4%，比上年提高5.6个百分点。

基础设施日益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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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高速公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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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网络不断增强。全年完成电信业
务总量4412.36亿元，增长38.3%。互联网用户4824.73万
户，手机上网用户3284.45万户，增长5.6%。

保粮食能源安全力度加强。全市粮食生产稳定，全年粮
食产量创近13年新高。粮食综合单产361.89公斤/亩，增长
0.5%，单产创历史新高。特经作物较快发展，油菜籽实现连续
十五年增产，产量达52.4万吨。生猪生产逐步恢复，2021年
生猪出栏1806.86万头，比上年增长26.0%，达到2016年以来
最高水平。能源供给保持稳定，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天然
气产量比上年增长9.1%，发电量增长18.4%。

人口集聚力有所提升。2021 年，全市年末常住人口
3212.43万人，比上年增加3.50万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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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年下降1.2%；市外外来人口222.77万人，比
上年增长1.6%。农民工返乡创业效果凸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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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科技创新有效推进，新兴动能加速集聚

全市落实科技自立自强要求，贯彻市委五届十次全会部
署，深入推动科技创新，创新资源加速集聚，发展新动能持续
增强。

创新引领实力增强。截至2021年底，全市共有国家重点
实验室10个，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0个，高端新型研发
机构77个，国家质检中心19个。全年发明专利授权0.94万
件。共有有效注册商标71.99万件，比上年增长19.2%。修
订、制定地方标准（不含工程建设、食品安全）115项。

新兴制造业快速发展。2021年，全市高技术制造业和战
略性新兴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8.1%和18.2%，分别高于规
上工业增加值7.4和7.5个百分点，有力推动工业经济结构转
型升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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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消费模式持续快增。线上消费需求不断释放，2021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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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额以上餐饮业企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餐费收入增长
39.7%。

现代物流提质增效。全市规模以上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
业实现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35.5%。2021年中欧班列(成渝)
共计开行超4800列，开行量占全国比例超过30%，运输超40
万标箱，回程班列占比超50%，开行线路已可通达欧洲超百个
城市。

三、区域发展优势互补，城乡统筹走深走实

全市主动服务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国家重大
战略，聚焦“两中心两地”战略定位，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统筹推进乡村振兴和城市提升，坚持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
服务全局，区域城乡协同发展步伐加快。

在长江经济带支撑作用不断提升。2021 年，全市地
区生产总值两年平均增速6.1%，在长江经济带11省市中
居第 3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两年平均增速居第 2位；
城镇和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两年平均增速均居
第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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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提升双城发
展能级，动力源特征初步显现；大力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经济
结构总体向好；全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工业发展质效双
升；努力营造高品质消费空间，新兴消费活力凸显。2021年，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3919.21亿元，比上
年增长8.5%。

“一区两群”发展协同共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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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东北三峡库

区城镇群、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分别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1455.64亿元、4895.15亿元和1543.19亿元，分别比上年增
长8.0%、9.1%和7.6%。

城乡融合发展步伐加快。全市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
2.40:1，较上年缩小0.05。其中，城乡人均工资性收入比缩
小0.09，人均财产净收入比缩小0.08，人均转移净收入比缩
小0.04。城乡人均消费支出比为1.85:1，比上年缩小0.02。
乡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比为14.2%，较上年提高0.6个百
分点。

四、内外需求同步提升，开放步伐从容坚定

全市立足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抓好国内和国际
两个市场，全面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加快
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内外需求同步提升。

消费市场持续复苏。2021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3967.67亿元，比上年增长18.5%，高于2019年水平0.9个百
分点。限额以上单位16个大类商品中62.5%的商品两年平均
增速高于2019年水平。“双碳”背景下，居民绿色、智能消费需
求不断释放。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比上年增长26.9%，能
效等级为 1级和 2级的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零售额增长
27.2%，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1.2倍。

投资结构稳步向好。2021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
增长6.1%。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在“两新一重”项目建设
推动下比上年增长7.4%，制造业投资增长10.6%，高于整体投
资4.5个百分点，领涨三大板块。重大项目支撑有力，全市计
划总投资10亿元以上建设项目完成投资比上年增长25.0%，
高出全部投资18.9个百分点。工业技改投资增长26.2%，高
于工业固定资产投资17.1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增长9.3%，高
于整体投资3.2个百分点。

开放通道不断拓展。全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总运输11.24
万箱，比上年增长 54.2%；总运输货值 187.16 亿元，增长
40.1%。物流网络辐射107个国家和地区315个港口。外贸
货物吞吐量578万吨，增长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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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外开放再上台阶。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8000.59亿元，
比上年增长 22.8%。其中，出口增长 23.4%，进口增长
21.7%。贸易顺差由上年1861.60亿元提高到2336.07亿元。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额比上年增长26.0%。全年实
际使用外资金额增长3.8%。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增长6.4%。
截至年底，累计有312家世界500强企业落户重庆。

自贸区建设成效明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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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资源环境合理优化，绿色发展魅力彰显

全市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全面落实长江保护
法，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强化节能降碳，强化生态保
护修复，“山水之城·美丽之地”魅力进一步彰显。

节能减排稳步推进。全市节能降耗减排成效持续显现，
全年全市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比上年下降3.5%，单位工业
增加值能耗下降4.7%。

环境质量持续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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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功
能区声环境质量稳中向好，昼间达标率为98.9%。

生态屏障逐步加固。全市自然保护区58个，其中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7个。完成营造林面积34.9万公顷。全市森林覆
盖率54.5%。治理水土流失面积913.15平方公里。

六、民生福祉不断增进，社会事业繁荣发展

全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千方百计增加居民
收入，全面加强社会建设，完善社会保障网，努力创造高品质
生活，居民生活、社会保障、社会事业同步提升。

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2021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33803元，比上年增长9.7%，快于人均GDP增速。其中，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长10.6%。重庆14个脱贫县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突破16000元，比上年增长11.0%，高于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0.4个百分点。

社会保障日趋健全。居民就业稳步推进，全年城镇新增
就业人员75.08万人，比上年增长14.5%。全年城镇调查失
业率控制在5.5%以内。保障覆盖面持续扩大，全市城镇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
险、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分别比上年增长12.5%、3.8%、5.4%、
6.1%和9.1%。兜底性政策持续推进，年末共有23.93万人享
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58.57万人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住房保障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全年全市棚户区改造
1.5万户。

社会事业稳步发展。教育事业稳固推进，全市在园幼儿
普惠率、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高等
教育毛入学率分别较上年提高4.85、0.17、0.13和4.73个百分
点。文化事业健康发展，全市共有博物馆111个，国家级综合
档案馆40个，国家5A级景区10个。医疗卫生事业平稳有
序，年末全市共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21358个，医疗卫生
机构实有床位数24.07万张，卫生技术人员24.41万人。健身
条件持续改善，年末全市共有体育场地13.66万个，较上年增
加1.04万个。

2021年，全市在应对挑战中主动作为，在爬坡上坎中砥
砺攻坚，经济实力、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实力稳步提高，融入和
服务新发展格局迈出新步伐，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
活取得新成效。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
和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市委市政府正确领导、科学决策
的结果，是全市人民勠力同心、顽强拼搏的结果，怀珠踽行、虽
艰自熠。

2022年是“十四五”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我们要继续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扎实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
展和安全，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持续改善民生，保持
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社会大局稳定，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向纵深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和市第
六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砥砺深耕谋发展 赓续前行谱新篇
——《2021年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解读

重庆市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 黄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