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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14 年，重庆市围绕“科学发展、富民兴渝”的总任务，积极实施“五大功能区域1”发展

战略，深化改革开放，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均衡释放，工业转型升级

成效明显，价格温和上涨，生态环境稳步改善，经济运行的质量、效益在新常态下显著提升。 

金融业主动适应新常态，落实稳健货币政策和定向调控要求，对接区域发展战略，积极服务

实体经济。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稳健运行，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适度增长，信贷结构和

融资结构优化，社会融资成本回落。同业表外业务趋于规范，金融风险有效防范，金融生态环境

持续优化。 

2015年，重庆将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等国家战略，统筹经济运行的速度、

质量和效益，以改革、开放、创新支撑五大功能区域差异化联动发展。金融业将保持良好的发展

势头，盘活存量、用好增量，深化改革创新，拓宽融资渠道，提升风险管理水平，为经济社会发

展创造适宜的金融环境。 

 

                                                        
1 为推动不同区域的差异化联动发展，2013 年 9 月重庆市委四届三次全会决定将重庆“一圈两翼”功能区域升级

划分为都市功能核心区、都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等五

大功能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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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运行情况 

2014 年，重庆市金融业主动适应经济新常

态，对接区域发展战略,稳中求进，改革创新，为

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适宜的金融环境。 

（一）银行业稳健运行，货币信贷适

度增长 

2014年，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运营稳健，存

款增长有所放缓，贷款增长平稳适度，利率先升

后降，改革创新成效显著。 

1.资产规模稳步扩大，市场主体更加丰富。

银行业主动调整经营策略，资产、负债规模扩张

适度放缓。法人机构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率、

拨备覆盖率均处于适度区间。在市场竞争加剧，

负债成本上升的背景下，银行业积极调整业务品

种、降低经营成本、发展中间业务，利润实现平

稳适度增长。全年新增3家外资银行分行，内陆金

融开放高地建设成效显著（见表1）。全市首家民

营财务公司开业，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全市区县

和贫困县的覆盖率均超过80%。 

表 1  2014年重庆市银行业金融机构情况 

机构个数

(个)

从业人数

(人)

资产总额

（亿元）

一、大型商业银行 1343 27583 10906 0

二、国家开发银行和政策性银行 39 1144 3204.6 0

三、股份制商业银行 218 8486 7087 0

四、城市商业银行 228 7238 4522.7 2

五、小型农村金融机构 1770 16362 6141.1 1

六、财务公司 4 97 142.8 4

七、信托公司 2 615 200.3 2

八、邮政储蓄 1730 4467 1954 0

九、外资银行 29 821 216.5 0

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73 1746 239.4 33

十一、其他 3 197 544.4 3

合             计 5439 68756 35158.7 45

营业网点

机构类别
法人机构

（个）

注：营业网点不包括国家开发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大型商

业银行、股份制银行等金融机构总部数据；大型商业银行

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

银行和交通银行；小型农村金融机构包括农村商业银行、

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包括村镇

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其他”包含金融租

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货币经纪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 

数据来源：重庆银监局，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 

2.存款增长有所放缓，定期化特征明显。年

末人民币存款增速为10.4%，较上年回落6.9个百

分点，全年增量仅为上年7成（见图1）。存款增长

放缓主要受理财产品、互联网金融、资本市场等

分流的影响，监管部门对同业、表外业务的规范

以及对存款偏离度管理的加强，也进一步挤出了

存款“水分”。“近端购、远端结”的外汇掉期业

务和贸易融资保证金集中到期，带动外汇存款余

额在下半年止涨回落。金融机构普遍上浮定期存

款利率，带动储户定期存款意愿上升，全市住户

和非金融企业的定期及其他存款余额同比增长

14.9%，而活期及临时性存款余额仅同比增长

2.5%，存款的定期化特征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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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 

图 1  2013～2014年重庆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存

款增长 

3. 贷款增速稳中趋升，重点领域的信贷投放

加强。在全市经济总量、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

加值较快增长的推动下，贷款需求稳中趋升，年

末全市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5.1%，较上年

提高 0.2个百分点（见图 2）。信贷投放节奏总体

均衡，各季新增贷款占比分别为 28%、27%、26%

和 19%，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信贷投放合理适度。

受贸易融资余额大幅萎缩影响，外币贷款余额同

比下降 1.2%。 

重点领域信贷投放力度增强。全市 7成以上

新增贷款投向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租赁商务服

务业、批发零售业和个人贷款领域。在信贷政策

支持再贷款、定向降准等定向调控政策引导下，

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小额担

保贷款支持 8.4万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和高校

毕业生实现创业就业。民族民品贷款贴息额同比

增长 2.3倍。重点领域结构调整和风险防范明显

加强，六大高耗能产业贷款余额同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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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 

图 2  2013～2014年重庆市金融机构人民币贷

款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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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 

图 3  2013～2014年重庆市金融机构本外币

存、贷款增速变化 

专栏 1：开拓创新、凝聚合力  金融扶贫成效明显 

重庆地处西部，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并存，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明显，全市 38 个行政

区县中超过 1/3为国家级贫困区县，贫困人口达 166万，扶贫开发任务艰巨。2014年，全市金融业加强

部门合作，不断创新金融支持方法，致力于提升金融扶贫力度。 

一是加强财政金融合作，完善金融扶贫激励机制。对接五大功能区域发展战略，凝聚财政金融合力，

推出 18 条财政金融奖补措施，以增量奖励、费用补贴等方式鼓励金融机构在渝东北、渝东南等贫困区

县聚集区发放贷款、承销债务融资工具、布设金融服务机具设备等，不断加强金融扶贫激励。 

二是全面启动金融扶贫示范区县建设。在秦巴山、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重庆片区选择 3个区县开展

为期两年的金融扶贫示范区建设活动，探索构建包含财政、扶贫、金融多部门和市、区、县多层级的协

调联动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在资源配置、授信审批、考核激励、产品创新等方面给予倾斜。 

三是深入推进贫困村金融服务提升计划。在全市具有扶贫任务的区县实施“互助资金组织金融服务

提升计划”，支持金融机构加大与互助资金组织的业务合作，延伸服务触角，有效提升互助资金组织的

业务水平和管理能力，促进“融资”支持和“融智”支持良性互动，推动贫困村金融服务水平的提升。 

四是积极推动贫困地区银行间市场融资发展。通过片区推介会等方式加强融资工具的宣传推广，出

台中小企业银行间市场融资奖补政策，引导主承销商加大对贫困区域优质企业银行间市场融资的储备力

度，促进贫困地区企业更好利用银行间市场融资。 

五是持续优化贫困地区金融服务环境。支持贫困区县创设银行、担保、小贷和资金互助社等多元化

机构，壮大金融扶贫力量。规范农户信用指标体系，逐步建立电子化农户信用档案和信用评价系统。开

通跨行助农取款服务，开展农村手机支付试点。实施优惠便农措施，降低乡镇地区、农资行业刷卡费率

水平。加强农村现金投放、回笼和反假宣传，现金服务点实现行政村全覆盖。 

2014年，全市金融业对贫困地区的支撑力度明显加大。渝东北、渝东南两大生态发展区贷款增速高

于全市 6.3个百分点，其中武陵山和秦巴山扶贫开发重庆片区贷款增速高于全市 9.4个百分点。扶贫示

范区建设获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3个示范区贷款同比增长 20.7％。互助资金组织业务操作日趋规

范，贷款投放力度和资金使用效率显著提升。贫困地区企业在银行间市场融资取得零突破，万州区、酉

阳县企业成功注册 14亿元、发行 6亿元债券。在金融的支持下，2014年全市减少贫困人口 36万，贫困

地区农民人均增收 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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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理财产品快速发展，资金运用短期化特征

明显。随着金融的深化发展，银行对理财产品的

发行更为重视，全市理财产品余额同比增长 65%。

资金运用短期化特征明显，主要法人银行通过理

财产品募集的资金超 9 成投向债券和货币市场，

加权平均预期收益率同比上升 0.43个百分点。 

5.贷款利率先升后降，利率市场化的微观基

础增强。受银行负债成本上升、贷款风险溢价扩

大等因素影响，前 8个月全市贷款利率逐步走高。

在各类定向调控政策引导下，9 月起贷款利率开始

回落，特别是存贷款基准利率的非对称下调进一

步推动了利率下降，12 月份全市一般贷款利率为

7.11%，连续 4 个月累计回落 37 个基点，个人购

房贷款利率和民间融资利率也同步下降。利率市

场化的微观基础增强，辖内金融机构进一步扩大

贷款基础利率在贷款定价中的运用。重庆银行、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加入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 

表 2  2014年重庆市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各利率

区间占比 

单位：%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下浮 4.9 1.5 2.9 1.9 2.8 3.2

基准 27.8 33.6 31 28.4 21.3 26.3

小计 67.4 64.9 66.1 69.7 75.9 70.5

(1.0-1.1] 18 18.2 18.3 16.7 23.9 23.8

(1.1-1.3] 30.3 28.6 28.1 29.2 26 25.4

(1.3-1.5] 14.5 13.5 14.4 17.5 20.4 16.4

(1.5-2.0] 3.4 3.4 3.5 4.5 3.9 3

2.0以上 1.2 1.2 1.7 1.8 1.8 1.8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下浮 2.1 2.8 2.4 3.2 3.2 5.3

基准 21.5 20.8 23 27.5 20.5 22.6

小计 76.3 76.4 74.5 69.2 76.4 72.2

(1.0-1.1] 23.8 18.9 20.7 17.7 23.5 19.3

(1.1-1.3] 26.7 30.1 29.3 25.2 25.9 27.4

(1.3-1.5] 18.9 20.3 16.8 16.9 18.8 15.8

(1.5-2.0] 4.5 4.7 5 6.6 5.3 5.5

2.0以上 2.5 2.4 2.7 2.7 2.8 4.1

月份

上

浮

月份

上

浮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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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 

图 4  2013～2014年重庆市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

额及外币存款利率 

6.银行业经营改革继续深化。银行机构积极

适应互联网发展，促进线上线下业务融合，拓展

在线授信、直销银行、财富管理、电子商务等功

能，以改善客户体验提升竞争力。金融服务重心

不断下沉，全市社区银行数量超过百家。法人银

行成功运用专项金融债、二级资本债和信贷资产

支持证券增强资本实力和信贷投放能力。银行业

多元化经营趋势显著，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发起设

立中西部首家地方银行控股的金融租赁公司，重

庆银行参股的全市首家消费金融公司获批筹建。

全市首家民营银行的组建工作正在加快推进。 

7.银行业资产状况良好，但风险个案有所增

多。得益于区域经济运行稳中向好以及银行业金

融机构经营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全市银行业金

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为 0.46%，低于全国水平 0.79

个百分点。但受跨区域风险传递、民间融资风险

等因素影响，部分领域的风险个案有所增多。 

8.跨境人民币业务取得新突破。全年跨境人

民币实际收付结算额超过 1600亿元。业务创新取

得新突破，3家企业通过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开展

的股权跨境转让项目以人民币结算，外资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人民币资本金汇入结算业务量创

历史新高，全市首笔跨境电子商务人民币结算业

务成功办理。 

（二）证券业发展加快，资本市场趋于

活跃 

2014 年，重庆证券市场趋于活跃，上市公司

数量和市值稳步增长。证券业金融机构加快发展，

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不断增强。 

1.市场活跃度回升，证券业机构发展加快。

随着资本市场的回暖，股票和期货投资者开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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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全年代理证券和期货交易额同比分别增长

53%和 25.8%。新增证券业分支机构 29家，实现证

券营业部区县全覆盖（见表 3）。 

2.上市公司数量和市值稳步扩大，区域资本

市场快速发展。年末，全市境内上市公司数量达

40 家，当年新增 3 家，总市值和当年境内股票融

资额同比分别增长 58.8%和 37.8%。在全国股转系

统挂牌企业也增至 22家。区域 OTC市场挂牌及展

示企业新增 85家，累计融资额同比增长 1.6倍。 

表 3  2014年重庆市证券业基本情况 

项        目 数量

总部设在辖内的证券公司数(家) 1

总部设在辖内的基金公司数(家) 1

总部设在辖内的期货公司数(家) 4

年末国内上市公司数(家) 40

当年国内股票（A股）筹资（亿元） 180.8

当年发行H股筹资（亿元） 14.8

当年国内债券筹资（亿元） 1084.3

    其中：短期融资券筹资额（亿元） 296.3

       中期票据筹资额（亿元） 494.2  

注：当年国内股票（A 股）筹资额指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

融资。 

数据来源：重庆证监局，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 

（三）保险业运行向好，保险保障能力

增强 

2014 年，全市保险业积极落实国务院《关于

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拓宽保险

服务空间，保险保障能力不断增强。 

1.保险机构不断丰富,保费收入加快增长。年

末，全市市级保险分公司达 43家，法人机构数居

全国前列（见表 4）。保费收入增速创 4年来新高，

规模居西部前列。人身险保费收入增长加快，普

通型寿险、健康险和意外险同比分别增长 3倍、3

成和 2成。车险带动财产险保费收入增长 23.4%。

保险密度同比提高 12.1%，保险深度保持平稳。 

2.保险保障能力增强，服务经济民生成效明

显。保险业赔付支出同比增长 21.5%，大病保险惠

及城乡居民 2700万人，保险公司承办职工医保大

额互助保险全国率先破冰，养老机构责任险取得

试点突破。水稻、玉米、马铃薯保险等政策性农

业保险试点覆盖全市 80%的区县。小额贷款保证保

险累计带动银行投放贷款 22.9亿元。 

3.保险资金运用渠道进一步拓展。在稳健审

慎前提下，保险机构积极拓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

银行存款在保险资金运用总额中的占比有所下

降，而信托、资产管理公司产品投资的占比较上

年提升 18.2个百分点，保险资金运用收益提升。 

表 4  2014年重庆市保险业基本情况 

项        目 数量

总部设在辖内的保险公司数(家) 3

    其中：财产险经营主体（家） 2

               人身险经营主体（家） 1

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43

    其中：财产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22

               人身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21

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407.3

    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138.9

               人身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268.4

各类赔款给付（中外资,亿元） 151.4

保险密度（元/人） 1361

保险深度（%） 2.9  

数据来源：重庆保监局。 

（四）融资结构合理优化，金融市场稳

步发展 

2014 年，重庆深入推进长江上游金融中心建

设，金融市场发展势头良好，各子市场依环境和

政策变化逐步调整，成熟度进一步提升。 

1.贷款保持主体地位，直接融资快速发展。

全年社会融资规模达 5473亿元，同比增长 8.8%。

其中，新增贷款占比 46.8%，仍处于主体地位（见

图 5）。债券融资增长加快，推动直接融资增长

54.8%。辖区银行间市场融资产品再添新军，首支

超短期融资券、首支保障房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和

首只永续票据成功发行。信托贷款、委托贷款增

长放缓，其在社会融资规模中的占比较上年分别

下降 8.5个和 1.3个百分点。 

46.8%

-0.1%15.5%

0.8%

11.8%

16.5%

1.5%
7.0%

人民币贷款 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

委托贷款 信托贷款

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 企业债券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 

图 5  2014年重庆市社会融资规模分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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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货币市场走势分化，净融入资金量较快增

长。2014 年，全市银行间市场成员参与债券质押

式回购、同业拆借和债券现券交易呈现“一升一

降一稳”格局。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升温，全年

累计成交 2.3万亿元，同比增长 30.2%；同业拆借

交易量达到 3506.7亿元，同比增长 2.7%，增速有

所放缓；债券现券交易平稳发展，成交量达 3147.1

亿元，同比增长 3.7%。由于全市各项存款增长有

所放缓、同业投资趋于活跃，全市净融入资金量

增长较快。2014 年，全市银行间市场成员通过债

券质押式回购和同业拆借净融入资金同比增长

14.3%和 51%，债券现券净投资同比增长 7.9倍。 

3.票据市场贴现利率整体下行，交易量快速

增长。年初以来，受货币市场利率走低、市场资

金供求变化以及再贴现利率引导等因素影响，银

行承兑汇票直贴和转贴现利率逐季下行，加之银

行吸收存款意愿较强，多采用“以量补价”策略，

推动票据承兑和贴现余额同比分别增长 37%和 68%

（见表 5、表 6）。中小企业承兑余额占比近 7成，

批发零售业、制造业和建筑业是签票主力。电子

票据业务快速发展，承兑笔数和承兑额分别增长

16.3%和 1.4倍。工商银行票据营业部重庆分部在

工商银行系统内成功实现电票代理接入交易。 

表 5  2014年重庆市金融机构票据业务量统计 

单位：亿元 

余额 累计发生额 余额 累计发生额 余额 累计发生额

1 2859.8 1526.1 263.2 7781.6 8.9 90.4

2 3394.8 1721.7 438.7 13642.8 10.6 289.7

3 3432.6 1668.4 623.3 12463.1 42.2 204.1

4 3432.8 2205.9 532 13010.9 27.2 325.5

贴  现

银行承兑汇票 商业承兑汇票季度
银行承兑汇票承兑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 

 表 6  2014年重庆市金融机构票据贴现、转贴

现利率 

单位：% 

银行承兑汇票 商业承兑汇票 票据买断 票据回购

1 6.46 6.96 5.87 6.28

2 5.47 6.6 5.56 5.46

3 5.16 6.39 5.13 4.97

4 5.02 6.64 4.89 4.91

贴  现 转贴现
季度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 

4.银行结售汇小幅增长，黄金市场交易降温。

2014 年，得益于涉外经济良好的发展态势，银行

结售汇同比增长 11.1%。但受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

影响，部分市场主体持汇意愿增强，全年结售汇

顺差小幅收窄，年内月度顺差、逆差交替频繁，

波动加大。外汇交易基本平稳，美元交易量占比

超 8 成。受黄金价格持续低迷影响，黄金成交量

同比收缩近两成，各类黄金业务规模均不同幅度

减少；市场降温与业务创新加快相互交织，市场

主体黄金业务发展冷热不均，大型银行整体收缩，

而多数股份制银行增长势头依然强劲。 

5.区域金融中心建设持续推进。2014 年，重

庆市金融业增加值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提高

至 8.6%。银行结售汇网点增至 1184家，衍生业务

签约同比增长 38%。非金融企业加快入市交易，银

行间外汇市场交易同比增长 15%。两江新区成为全

国首批外汇资本金意愿结汇试点地区。跨境贸易

电子商务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跨境电商结算量同

比增长 3 倍，离岸金融结算量达 824 亿美元。第

三方支付牌照增加至 5 块，互联网金融产品创新

加快。综合性普惠金融投资集团瀚华金控公司香

港上市，重庆银行成为全国首家入选摩根士丹利

MSCE 全球小型股指数的城商行。碳排放交易中心

挂牌成立，区域性产品定价能力和市场化配置资

源能力增强。 

（五）强基础、重联动，金融生态持续

优化 

重庆市级和区县金融协作监管体系进一步完

善，对私募股权基金、小贷、担保、要素市场等

的监管力度加强。区域金融稳定工作合力增强，

金融安全事件应急预案进一步完善，全国首个省

级部门联动的现钞押运应急机制成功构建。重庆

成为中西部唯一开展外汇业务监管数据共享的试

点城市，企业数据信息服务更加及时便捷。

“12363”投诉电话开通并高效运转。现金服务“三

大工程”带动薄弱领域的现金服务进一步加强。

金融 IC卡发行量保持全国各城市前列。跨行助农

取款范围扩大，农村地区手机支付试点深入开展。

在全国率先实现融资性担保公司接入征信系统，

小贷公司、担保公司接入数量保持全国前列。3家

主要法人银行顺利上线第二代支付系统。 

二、经济运行情况 

2014 年，在全国经济增速向中高速区间回归

的背景下，得益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加快，

重庆经济在实现提质增效的同时，地区生产总值

增速达 10.9%（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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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重庆市统计局。 

图 6  1978～2014年重庆市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

长率 

（一）三大需求协同发力，需求结构趋

于优化 

新常态下，重庆市投资、消费和出口增速虽

有所回落，但总体仍较为平稳协调，有力的推动

了经济发展。 

1.投资总量平稳增长，投资结构较为均衡。

面对招商引资难度加大、投资领域收窄等约束，

重庆通过加快新型工业、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

商务集聚区等 40大项目群建设，推动十大战略新

兴产业2和五大新型服务贸易3发展，全年固定资产

投资实现 18%的较快增长（见图 7），工业、房地

产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占比分别为 31.5%、

27.5%和 25.6%。投融资主体多元发展，启动首期

1300 亿元基础设施 PPP 项目，民间投资占比达

49.6%，较上年提高 3.5个百分点。 

                                                        
2 10 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包含集成电路、液晶面板、物联网、

机器人、石墨稀和纳米新材料、新能源及智能汽车、页岩

气、MDI 一体化、生物医药、环保装备等产业。 
3 五大新型服务贸易指跨境电子商务、保税商品展示交易、

保税贸易、大数据云计算和跨境结算。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10000
11000
12000
13000
14000

1
9
8
6

1
9
8
9

1
9
9
2

1
9
9
5

1
9
9
8

2
0
0
1

2
0
0
4

2
0
0
7

2
0
1
0

2
0
1
3

-20

0

20

40

60

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率

亿元 %

 

数据来源：重庆市统计局。 

图 7  1986～2014年重庆市固定资产投资（不含

农户）及其增长率 

2.消费需求平稳释放，消费结构升级明显。

在商贸流通领域改革红利释放、消费环境改善等

因素推动下，全市消费增速在 2 季度企稳，全年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3%（见图 8）。新

兴商业模式发展加快，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 73%。

3G、4G 移动网络普及带动通讯器材类零售额同比

增长 37.5%。产品创新加快促进汽车类、石油及制

品类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24.9%和 16.8%。金银珠

宝类零售额同比负增长。农村消费增长快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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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重庆市统计局。 

图 8  1986～2014年重庆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及其增长率 

3.进出口形势良好，对外投资快速增长。全

市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39%，其中出口总值同比增

长 35.5%（见图 9）。加工贸易、一般贸易和服务

贸易均实现较快增长，出口产品附加值提升。对

外投资同比增长 10.2%，民营企业新设境外企业

数、合同额和实际投资占比首次全面超越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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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1988～2014年重庆市外贸进出口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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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重庆市统计局。 

图 10  1993～2014年重庆市外商直接投资额及

其增长率 

专栏 2：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推动重庆开放型经济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通过开放促发展，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但是东西区域开放

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占国土面积 70%的西部地区开放程度仍显不足。为推动经济加快转型发展，重庆从

大口岸、大通道、大平台建设入手，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形成开放型经济金融格局。 

一是打造“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优化开放的硬条件。2010年起，重庆积极推动“渝新欧”

大通道建设，沿途 6个国家达成便捷通关协议，实现国际物流铁路大通道的贯通。2014年“渝新欧”货

运量占经阿拉山口出入境中欧西线班列的 80%，运输成本也降至具有比较优势的全线每箱公里 0.6 美元

的临界点，成为欧亚大陆桥主通道。 

二是打造海陆空三大口岸，配套三大平台，构建立体开放格局。机场、港口、“渝新欧”铁路起点

站陆续成为国家一类口岸，形成通向国际市场的水陆空三大枢纽。同时，配套三个进出口保税港区和物

流中心，使重庆成为内陆城市中唯一具有“通道+口岸+特殊监管区”三合一格局的城市。 

三是创新利用外资方式，打造加工贸易新模式。从 2008 年起，重庆采用“全方位、宽领域、多渠

道”的利用外资新方式，吸引惠普笔记本电脑项目落户，零部件本地化率在三年内提升至 80%，形成笔

电加工贸易供应链的品牌商、代工商、零部件三大集群。随着富士康、广达、英业达、华硕等生产项目

相继投产，全球性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逐步形成，加工贸易发展实现突破。 

四是推动服务贸易发展，为开放注入新活力。立足于国家中心城市、长江上游金融中心和商贸物流

中心的定位，推动“重庆服务”走向世界。保税区新型服务业态快速发展，全年保税商品展示交易达 10

亿美元；推动电子商务国际金融结算发展，吸引国内外电子商务结算公司落户，全年跨境电子商务交易

额达 6000 多万元；在全国率先建立云计算离岸数据处理中心；推广非国产货物入区维修、委内加工等

“1+10”政策，推动保税贸易实现突破。 

五是提升金融开放度，为内陆开放高地建设提供全方位支持。近年来，重庆创新离岸金融结算方式，

吸引惠普亚太结算中心、宏基、华硕第二运营总部相继落户，2014年实现 824亿美元离岸金融结算。在

全国率先开展海外私募基金试点，资本项目简政放权和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取得新进展，跨国公司本外

币资金集中运营、资本金意愿结汇改革、电子商务外汇支付等各项试点工作稳步推进，为内陆开放高地

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重庆开放型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在全国对外贸易增长放缓的背景下，2014年重庆进出口实现较

快增长，服务贸易额同比增长 25%，实际利用外资额连续 4 年超 100亿美元，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

要推动作用。 



 

11 

 

（二）三次产业结构优化，提档升级

步伐加快 

2014年，重庆市三次产业增加值占比为 7.4：

45.8：46.8，第三产业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

经济运行的质量效益显著提升。 

1.农业生产总体稳定，特色效益农业发展加

快。重庆农业产业结构由传统的“粮猪”型向多

元化的“粮猪菜家禽”型转型，粮食产量连续 7

年超过 1100万吨，水产产值较 4年前翻番，牛羊、

柑橘等百亿级产业链形成。全市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完成高山生态扶贫搬迁 16.5 万人。家庭农场、

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壮大，农村“三

权”抵押贷款余额 685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同比增长 11.5%，城乡收入差距收窄。 

2.工业经济向好，质量效益不断提升。2014

年，全市工业总产值突破 2万亿元，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6%，保持较快增长（见图

11）。转型升级的加快和对过剩产能的有效遏制带

动规模以上企业利润增长超过 3成。 

产业升级步伐加快，布局结构优化。电子信

息和汽车产业发展态势良好，各类信息终端产量

达 2亿台，电脑产量分别占全国和全球的 1/2和

1/3，汽车产销量达到 260万辆，居全国首位，自

主品牌汽车占比和单车均价明显提升。装备制造、

化医、建材、轻纺等其他支柱产业复苏态势明显。

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中页岩气产能突破 25 亿立

方米，集成电路、液晶面板实现量产，石墨稀、

物联网、机器人等加快产业构建。工业的区域布

局优化，都市功能拓展区先进制造业提速发展，

城市发展新区“新型工业化、城镇化”成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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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重庆市统计局。 

图 11  1993～2014年重庆市工业增加值增长率 

 

 

3.服务业提档升级成效显著。全市服务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10%，拉动经济增长 4.6个百分点。

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开通，信息网络服务高

速增长。服务贸易额同比增长 28%。百亿级商圈

和市场分别增至 10个和 15个，会展经济加快发

展。依托铁路、公路和水运，现代物流基地、区

域性物流节点和城市配送体系加快形成。 

（三）物价指数走势平稳，工资水平

稳步增长 

1.居民消费价格总体平稳。受终端需求偏弱

和大宗商品价格回落等因素影响，全市居民消费

价格同比上涨 1.8%，较上年低 0.9 个百分点（见

图 12）。分类别看，除烟酒价格下降 2.2%外，衣

着、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医疗保健和个人

用品、交通和通讯、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

居住价格温和上涨，食品仍是 CPI上涨的主推力。 

2.生产价格持续低位运行。经济面临调整压

力，去产能化仍未结束，导致全市工业生产者出

厂价格指数和购进价格指数分别下跌 1.7%和

1.9%，但逐月看价格降幅有所收窄。 

3.就业基本稳定，工资水平稳步增长。服务

业、小微企业吸纳就业作用明显，全年新增就业

65.3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平稳。城镇和农

村常住居民工资性收入分别增长 9.6%和 16.5%。 

4.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稳步推进。居民用水、

用气阶梯价格和水资源费标准分步调整有序启

动，非居民用存量天然气价格完成上调。 

-10 

-5 

0 

5 

10 

15 

20 

2
0
0
4
.
01

2
0
0
4
.
07

2
0
0
5
.
01

2
0
0
5
.
07

2
0
0
6
.
01

2
0
0
6
.
07

2
0
0
7
.
01

2
0
0
7
.
07

2
0
0
8
.
01

2
0
0
8
.
07

2
0
0
9
.
01

2
0
0
9
.
07

2
0
1
0
.
01

2
0
1
0
.
07

2
0
1
1
.
01

2
0
1
1
.
07

2
0
1
2
.
01

2
0
1
2
.
07

2
0
1
3
.
01

2
0
1
3
.
07

2
0
1
4
.
01

2
0
1
4
.
07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当月同比）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当月同比）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当月同比）

%

 

数据来源：重庆市统计局。 

图 12  2004～2013年重庆市居民消费价格和生

产者价格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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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政收入增长放缓，支出向稳

增长保民生领域集中 

全市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13.9%（见

图 13）。其中税收增长较为平稳，工业经济向好

带动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较快增长，而受房地产

业、建筑业调整以及营改增影响，营业税增长放

缓。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土地出让金收入增势

走弱，使非税和基金收入增速回落，制约了全市

财政收入增长。支出向稳增长、保民生领域倾斜，

教育、社会保障就业、交通运输和一般公共服务

支出占比超 5成。财政产业扶持资金由直接投入

向市场化运作转变，财政资金带动各类资本设立

的 127亿元产业引导股权投资基金正式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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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重庆市统计局。 

图 13  1994～2014年重庆市财政收支状况 

（五）生态效益稳步提升，金融支持

环保力度加大 

2014年，全市单位生产总值能耗和碳排放分

别下降 3%和 2.5%。都市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

246 天，PM2.5 平均浓度下降 7.1%。渝东北、渝

东南地区成为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全市森

林覆盖率达到 43.1%。随着排污权绿色信息机制

的构建，排污权担保融资业务发展加快。“两高一

剩”行业信贷投放得到有效抑制，而绿色信贷余

额达 376.9亿元，累计支持 341个项目。 

（六）主要行业分析 

1.房地产市场有所回暖，住房金融服务加强。

受全国房地产市场调整影响，重庆房地产市场也

一度走弱，但住房金融政策的调整和存贷款基准

利率的下调，带动房地产市场在年末小幅回升。 

房地产投资稳中趋弱。得益于刚性、改善型

需求的支撑，虽然全市房地产投资维持了 20%以

上的增长水平，但逐月看，受销售压力增大和资

金链趋紧的影响，全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从高

位逐月小幅回落。同时，房地产新开工面积也出

现负增长，施工面积增速逐月下降（见图 14），

竣工面积增速在年初冲高后跌至负增长区间。 

房地产销售放缓，需求结构变化明显。面对

前 5 个月商品房销售面积、销售额同比负增长的

局面，房地产企业多采取以价换量策略，6-9 月

新建住宅价格环比加速下滑但房地产销售有所回

升。住房金融政策调整后，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

售额恢复增长，新建住宅价格环比跌幅收窄（见

图 15）。全市建成公租房近 2000 万平方米，城市

棚户区改造面积达 113万平方米，低端需求被分

流，加之“单独二孩”政策放松，改善型需求逐

渐成为新兴力量，大中户型产品的开发力度加大。 

房地产贷款先抑后升。上半年，全市房地产

开发贷款增速略有回落，个人住房贷款一度投放

周期延长、利率上升，但随着新的住房金融政策

的出台和存贷款基准利率的下调，房地产开发贷

款和个人住房贷款同比增速分别较年内低点提高

7.7 个和 3.2 个百分点，房贷利率也有所下降。

保障房建设融资日趋多元，公租房贷款在保持平

稳增长的同时，直接融资对公租房建设和棚户区

改造项目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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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重庆市统计局。 

图 14  2005～2014年重庆市商品房施工和销售

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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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重庆市统计局。 

图 15  2014年重庆市新建住宅销售价格变动趋

势 

2.旅游业发展加快,提质增效成效明显。2014

年,全市共接待海内外游客 3.5亿人次，同比增长

13.2%，旅游总收入 2003.4亿元，同比增长 13.1%。

《福布斯》发布的 2014年中国大陆最发达旅游城

市排名，重庆首次跃居第 3位。 

全市 5A、4A级景区分别达到 6个和 63个，

南川金佛山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旅游配套

体系更趋完备，旅行社参与开通的国际直航包机

航线达 15 条，占全市国际航线的 50%。实施 72

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建成江北机场国际厅免签咨

询服务平台。2家旅行社进入全国百强，1家旅行

社为全国旅行社税收十强。重庆游客满意度在全

国 60个重点旅游城市中位居前列。 

金融对旅游业的支持力度加大。中国人民银

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出台信贷指引，明确支持旅游

业发展，推动金融支持方式不断创新。金融机构

以收费权质押支持景区建设，以项目贷款和固定

资产融资支持酒店建设，以融资租赁支持游轮建

设，通过“农家乐贷款”等支持观光农业、休闲

农业发展，支持旅游企业发行短期融资券、中期

票据等。“环球旅行卡”、“重庆非去不可旅游休闲

卡”等联名卡成功发行，旅游相关网上支付结算

更加便利。2014年末，全市旅游业贷款同比增长

17.9%，高于全市贷款增速 3.3个百分点。 

三、预测与展望 

随着全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重庆经济运行也

将面临资源要素约束持续加大，抑制产能过剩压

力犹存，部分前期成长较快的产业转向常态发展，

而新兴产业的接续支撑有待加强等困难和挑战。

但由于重庆处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两大

国家战略交汇节点，因而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将

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在投资方面，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接“一

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有利

于投资的稳定，但也面临房地产市场走弱，政府

性债务清理，财税和投融资体制改革等不确定因

素影响。在消费方面，信息、文化、生活健康服

务类消费需求扩大，消费环境优化，将有效支撑

消费增长。但新常态下，收入增速放缓将一定程

度制约消费增长，新消费增长点也有待培育。在

外贸进出口方面，随着内陆开放高地建设不断深

化，笔记本电脑、机电产品出口稳步扩大，服务

贸易与跨境电子商务加快发展，将对全市进出口

形成有力支撑。但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金融形势

将为外贸发展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 

预计物价涨幅将保持低位。虽然服务、食品

价格仍存在一定上涨空间，但社会总需求偏弱，

短期内工业生产者价格下行压力持续，预计全年

物价将温和上行，部分时段甚至可能面临一定的

下行压力。 

2015年，重庆市金融业将认真落实稳健货币

政策，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适度增长。

进一步认识和适应新常态，盘活存量、用好增量，

落实好定向调控政策，通过市场将更多资源配置

到“三农”、小微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加强金

融改革创新，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发

挥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小额贷款、基金等

各类型金融机构和新型融资组织的优势，丰富竞

争性金融供给，发展直接融资，降低社会融资成

本。加强金融监管协调，维护金融稳定，为区域

经济发展创造适宜的金融环境。

 

总  纂：白鹤祥、王江渝 

统  稿：杨育宏、古旻 

执  笔：王睿、董晓亮、刘松涛、刘炼、蒋兴明、刘科星、汪会敏、李高亮、李研妮、廖旭、谭

朋、余翔、吴恒宇 

提供材料的还有：韩淑媛、岑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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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重庆市经济金融大事记 

6月，瀚华金控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成为国内首家整合融资担保和小

额贷款两大平台在香港上市的普惠金融机构。 

7月，重庆获准开展跨国公司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试点，首批3家跨国企业启动实施。 

8月，重庆两江新区获准在全国首批开展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意愿结汇试点。 

12月，中西部首家地方银行控股、民营参股的混合所有制金融租赁公司——渝农商金融

租赁公司在重庆率先成立。 

2014年，重庆积极融入国家“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已拥有三个保税监管区。渝新欧

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成为中欧贸易陆上货运主通道，在获批汽车整车进口口岸、开通国际邮

运、设立铁路保税物流中心等方面取得突破。 

2014年，长安福特三工厂、上汽通用五菱等项目投产，全市汽车产量达到263万辆，同

比增长22.3%。以电脑为代表的各类智能终端产量达到2亿台件，一批关键零部件项目投产，

本地配套率进一步提高。 

2014年，重庆改革产业扶持资金使用方式，创设6支产业引导股权投资基金，以市场化

方式撬动各类社会资本。 

2014年，重庆推进投融资模式改革，启动实施了1300亿元基础设施PPP项目。 

2014年，重庆市非金融企业在银行间市场债务融资超过900亿元，同比增长81.3%，并取

得发行保障房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永续票据、超短期融资券、信贷资产证券等突破。 

2014年，重庆市跨境人民币结算量突破1600亿元，同比增长1.3倍，境外交易范围拓展

至91个国家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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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庆市主要经济金融指标 

表 1  重庆市主要存贷款指标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 23009.5 23352.8 24121.7 24103.3 24380.4 25372.6 24960.4 25048.8 25086.7 24867.9 25040.3 25160.1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10240.4 10287.6 10529.1 10281.1 10364.8 10771.0 10534.7 10541.8 10680.4 10575.2 10603.0 10803.1

                    单位存款 11782.0 11971.1 12584.7 12730.8 12926.0 13557.1 13244.3 13319.7 13288.3 13059.7 13148.6 13408.0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241.4 343.3 768.9 -18.4 277.1 992.1 -412.2 88.4 37.9 -218.8 172.4 119.8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5.1 14.9 13.6 12.7 11.3 15.1 14.7 12.9 11.4 11.2 11.2 10.4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18322.5 18563.8 18899.8 18989.0 19171.1 19488.7 19593.4 19859.1 20178.5 20299.3 20562.4 20630.7

        其中：短期 5399.9 5516.8 5684.3 5672.6 5658.1 5861.1 5762.7 5815.0 5937.2 5866.1 5932.7 5905.9

                    中长期 12331.4 12444.0 12587.9 12644.5 12768.9 12798.8 12910.2 13049.3 13206.4 13315.9 13517.2 13723.1

                    票据融资 240.7 246.8 263.2 300.6 360.8 438.7 518.6 588.4 623.3 657.1 650.3 532.0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257.2 241.3 336.0 89.2 182.1 317.6 104.7 265.6 319.5 120.8 263.1 68.3

        其中：短期 180.7 116.9 167.5 -11.7 -14.5 203.0 -98.4 52.3 122.3 -71.1 66.5 -26.8

                    中长期 153.7 112.5 144.0 56.5 124.4 30.0 111.4 139.1 157.1 109.5 201.3 205.9

                    票据融资 -85.3 6.0 16.4 37.4 60.2 77.9 79.8 69.8 34.9 33.8 -6.8 -118.3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14.1 14.2 13.8 12.1 12.0 12.7 12.9 13.0 14.5 14.7 15.5 14.6

        其中：短期 25.6 27.2 24.9 22.0 19.3 20.2 18.2 17.1 18.1 16.9 16.6 14.6

                    中长期 10.6 10.4 10.5 9.9 9.9 9.3 9.3 9.4 10.5 10.8 11.9 12.6

                    票据融资 -33.1 -37.3 -33.8 -36.8 -21.2 5.3 42.1 58.8 88.2 110.4 120.0 63.2

建筑业贷款余额（亿元） 1143.9 1163.3 1173.1 1160.8 1169.2 1167.3 1158.0 1159.1 1181.1 1177.3 1208.8 1207.3

房地产业贷款余额（亿元） 1429.4 1444.8 1477.8 1480.4 1485.2 1487.3 1540.2 1551.1 1591.8 1605.1 1603.5 1619.2

建筑业贷款同比增长（%） 12.8 13.4 12.4 10.1 12.6 12.4 12.5 10.7 11.8 10.2 12.6 10.3

房地产业贷款同比增长（%） 6.7 6.4 9.6 11.2 13.3 14.1 17.4 17.1 18.0 17.5 17.4 16.9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 22359.5 22669.0 23363.9 23339.6 23604.2 24547.7 24218.8 24328.0 24337.4 24128.9 24297.8 24501.5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10214.7 10262.0 10502.7 10254.8 10338.3 10745.0 10509.0 10515.6 10653.7 10548.0 10575.4 10774.1

                    单位存款 11169.4 11325.0 11870.0 12009.5 12188.5 12773.4 12541.0 12638.9 12577.3 12359.5 12446.8 12788.2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178.4 309.5 694.9 -24.3 264.6 943.5 -328.9 109.2 9.5 -208.5 168.9 203.7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592.4 47.3 240.7 -247.9 83.4 406.7 -235.9 6.6 138.1 -105.7 27.4 198.7

                    单位存款 -512.7 155.6 545.0 139.4 179.0 584.9 -232.3 97.9 -61.6 -217.8 87.3 341.5

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4.5 14.2 13.1 12.1 10.7 14.5 14.6 13.0 11.3 11.1 11.0 10.4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19.9 13.0 13.7 13.1 13.2 15.6 14.6 13.4 12.8 13.5 13.0 12.0

                    单位存款 9.9 14.9 11.9 11.1 9.1 12.9 14.0 12.1 10.3 9.6 9.1 9.3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17666.0 17867.5 18164.9 18302.7 18540.7 18847.9 18971.7 19207.8 19517.7 19666.6 19904.5 20011.5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4157.3 4193.3 4261.7 4344.4 4439.4 4559.0 4636.6 4720.6 4803.7 4871.2 4968.8 5059.7

                    票据融资 240.7 246.8 263.2 300.6 360.8 438.7 518.6 588.4 623.3 657.1 650.3 532.0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224.9 201.5 297.3 137.8 238.0 307.2 123.8 236.0 310.0 148.9 237.9 107.0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62.5 35.9 68.4 82.7 95.1 119.6 77.6 84.0 83.1 67.5 97.6 90.9

                    票据融资 -85.3 6.0 16.4 37.4 60.2 77.9 79.8 69.8 34.9 33.8 -6.8 -118.3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14.4 14.2 14.5 13.4 13.9 14.2 14.1 14.0 15.1 15.2 15.9 15.1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25.6 25.5 25.0 24.2 23.3 24.3 23.4 23.7 24.5 24.7 25.3 25.4

                    票据融资 -33.1 -37.3 -33.8 -36.8 -21.2 5.3 42.1 58.8 88.2 110.4 120.0 63.2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亿美元） 106.5 111.7 123.2 124.0 125.8 134.1 120.2 116.9 121.8 120.2 121.0 107.6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同比增长（%） 43.9 47.8 36.3 35.7 33.1 36.1 18.6 10.3 14.5 15.6 15.3 11.8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余额（亿美元） 107.5 113.7 119.5 111.5 102.2 104.2 100.8 105.6 107.4 102.9 107.3 101.2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同比增长（%） 9.8 15.0 0.0 -13.1 -23.9 -19.2 -14.5 -10.7 -0.7 2.5 4.8 -1.2

人

民

币

本

外

币

外

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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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重庆市各类价格指数 

单位：%    

当月同比 累计同比 当月同比 累计同比 当月同比 累计同比 当月同比 累计同比

2001 － 1.7 － － － － － -1.9

2002 － -0.4 － － － -0.9 － -2.4

2003 － 0.6 － － － 4.9 － 0.6

2004 － 3.7 － － － 12.9 － 3.9

2005 － 0.8 － － － 8.2 － 3.0

2006 － 2.4 － － － 4.8 － 2.2

2007 － 4.7 － － － 6.2 － 3.5

2008 － 5.6 － － － 12.2 － 5.8

2009 － -1.6 － － － -5.0 － -4.5

2010 － 3.2 － － － 6.9 － 3.1

2011 － 5.3 － － － 5.7 － 3.8

2012 － 2.6 － － － -0.5 － -0.1

2013 － 2.7 － － － -2.4 － -2.0

2014 － 1.8 － － － -1.9 － -1.7

2013 1 2.0 2.0 － － -1.7 -1.7 -1.3 -1.3

2 3.4 2.7 － － -1.7 -1.7 -1.3 -1.3

3 2.6 2.7 － － -1.8 -1.8 -1.5 -1.4

4 2.5 2.6 － － -2.0 -1.8 -1.7 -1.4

5 2.1 2.5 － － -2.1 -1.9 -1.7 -1.5

6 2.5 2.5 － － -3.3 -2.1 -2.9 -1.7

7 3.3 2.6 － － -3.3 -2.3 -3.0 -1.9

8 3.2 2.7 － － -2.9 -2.4 -2.7 -2.0

9 3.1 2.8 － － -2.6 -2.4 -2.3 -2.0

10 2.5 2.7 － － -2.4 -2.4 -2.1 -2.0

11 2.5 2.7 － － -2.3 -2.4 -2.0 -2.0

12 2.0 2.7 － － -2.2 -2.4 -2.0 -2.0

2014 1 1.9 1.9 － － -2.3 -2.3 -2.2 -2.2

2 1.5 1.7 － － -2.4 -2.3 -2.3 -2.3

3 1.8 1.7 － － -2.6 -2.4 -2.3 -2.3

4 1.2 1.6 － － -2.5 -2.4 -2.3 -2.3

5 1.8 1.6 － － -2.6 -2.5 -2.1 -2.3

6 2.0 1.7 － － -1.8 -2.3 -1.5 -2.1

7 1.9 1.7 － － -1.4 -2.2 -1.2 -2.0

8 1.7 1.7 － － -1.3 -2.1 -1.0 -1.9

9 1.6 1.7 － － -1.2 -2.0 -1.1 -1.8

10 2.2 1.7 － － -1.4 -1.9 -1.2 -1.7

11 1.9 1.7 － － -1.6 -1.9 -1.4 -1.7

12 1.8 1.8 － － -1.9 -1.9 -1.7 -1.7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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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重庆市主要经济指标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 - 2982.7 - - 6440.5 - - 9500.8 - - 14265.4

    第一产业 - - 117.1 - - 307.8 - - 711.4 - - 1061.0

    第二产业 - - 1688.4 - - 3482.3 - - 5079.0 - - 6531.9

    第三产业 - - 1177.3 - - 2650.5 - - 3710.5 - - 6672.5

工业增加值（亿元） - - - - - - - - - - - -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 930.9 1839.3 2658.2 3624.3 4661.4 5652.8 6955.0 8235.4 9469.8 10872.9 12136.5

    房地产开发投资 - 369.1 688.0 933.7 1224.3 1553.4 1836.9 2151.2 2545.1 2820.3 3250.6 3630.2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 852.3 1244.0 1622.1 2056.5 2477.7 2875.1 3277.9 3705.7 4159.4 4615.1 5096.2

外贸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71.4 122.4 215.7 287.8 354.4 436.4 550.8 646.4 735.1 813.1 875.3 954.5

    进口 26.8 49.7 83.7 105.5 133.3 164.2 197.8 227.3 259.6 279.3 296.7 320.4

    出口 44.6 72.7 132.0 182.3 221.1 272.2 353.0 419.2 475.6 533.8 578.7 634.1

进出口差额(出口 — 进口） 17.8 23.0 48.3 76.8 87.8 108.0 155.2 191.9 216.0 254.5 282.0 313.7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亿美元） - 6.9 7.8 8.4 9.9 15.1 17.4 17.6 21.1 21.6 32.7 42.3

地方财政收支差额（亿元） - 6.5 -132.4 -148.6 -286.4 -423.2 -548.6 -694.4 -874.9 -865.8 -966.0 -1381.8

    地方财政收入 - 278.3 382.6 614.6 780.1 971.5 1138.8 1272.0 1389.2 1567.8 1727.4 1921.9

    地方财政支出 - 271.8 515.0 763.2 1066.5 1394.7 1687.4 1966.4 2264.1 2433.6 2693.4 3303.7

城镇登记失业率 （%）（季

度）
- - 3.0 - - 4.0 - - 4.0 - - 4.0

地区生产总值 - - 10.9 - - 10.9 - - 10.8 - - 10.9

    第一产业 - - 4.0 - - 3.8 - - 4.2 - - 4.4

    第二产业 - - 12.9 - - 12.8 - - 12.6 - - 12.7

    第三产业 - - 7.7 - - 8.3 - - 8.6 - - 10.0

工业增加值 - 12.9 13.0 13.0 13.0 13.0 12.9 12.8 12.7 12.7 12.6 12.6

固定资产投资 - 17.6 17.7 18.3 18.0 18.3 18.2 18.0 18.0 17.9 18.1 17.9

    房地产开发投资 - 23.7 25.7 25.0 23.9 22.1 22.4 21.2 20.5 21.0 22.9 20.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12.8 12.9 13.0 13.1 13.1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外贸进出口总额 51.4 62.1 87.5 75.2 57.3 44.8 51.1 56.9 55.1 49.0 43.2 39.0

    进口 120.6 128.5 135.6 92.2 82.0 79.0 76.3 76.3 70.9 62.7 52.0 46.3

    出口 27.5 35.2 66.0 66.7 45.4 29.9 39.9 48.0 47.6 42.8 39.2 35.5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 - 27.0 -15.0 -23.7 -29.7 -17.6 -9.9 -11.8 -9.2 -16.1 2.3 2.2

地方财政收入 - 21.6 16.5 13.7 12.9 13.4 12.1 12.6 12.1 13.1 14.0 13.9

地方财政支出 - 15.9 16.1 11.4 18.9 14.4 5.3 3.0 6.2 6.0 4.2 8.0

绝对值 （自年初累计）

同比累计增长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