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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济分析

1-7月重庆经济运行简况

一、工业生产略有回升

1-7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2%，比上半

年回升0.7个百分点。其中，7月当月增长6.5%，较6月份回落

0.2个百分。

图1  2021年以来重庆与全国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速对比

单位：%

分行业看，1-7月，全市39个行业大类中有24个行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行业增长面为61.5%。主要产业中，电子、装备、

材料和消费品产业增速较上半年均有不同程度回升。其中，装

备产业增长1.2%，由上半年-0.4%转正；材料产业增长9.2%，

回升0.5个百分点；消费品产业增长7.5%，回升2.3个百分点；

电子产业下降3.2%，降幅收窄0.7个百分点。汽摩产业增长

5.3%，与上半年持平。

一、经济分析

二、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1.工业

   2.固定资产投资

   3.房地产市场

   4.国内贸易

   5.开放型经济  

   6.服务业

   7.交通运输邮电   

   8.财政

   9.金融和保险

   10.价格

三、全国各省市主要统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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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域看，1-7月份，中心城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0.2%，比1-6月份回升0.5个百分点；主城新区增长7.0%，回升

0.8个百分点；渝东北片区增长4.7%，回升1.0个百分点；渝东

南片区增长5.4%，回升0.9个百分点。

二、服务业平稳恢复性增长

1-6月，全市规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714.17亿元，同

比增长6.4%，较1-5月提高0.5个百分点。

图2  2021年以来重庆与全国规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速对比

单位：%

分行业看，1-6月，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营业收入同比

增长9.3%，高于全市2.9个百分点，拉动规模以上服务业增长

2.4个百分点，贡献率37.3%。其中，航空运输业、铁路运输

业、水上运输业等行业增长较快，同比分别增长101.1%、

22.9%、18.1%。

分区域看，主城新区、渝东北和渝东南均实现两位数增

长。1-6月，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规

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3.9%、18.7%；中心城

区、主城新区分别增长4.7%、14.0%，较1-5月提高0.6、3.8个

百分点。

三、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回升

1-7月，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7%，比上半年回升

0.3个百分点。其中，7月当月增长3.6%，比6月回落1.6个百分

点。

图3  2021年以来重庆与全国投资累计增速对比

单位：%

.3.

经济分析

.2.

经济分析

分领域看，1-7月，全市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9.2%，工

业投资增长8.9%，二者合计拉动全市投资增长5.2个百分点；

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9.2%，降幅较上半年收窄1.8个百分点。

分产业看，1-7月，全市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23.9%。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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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21年以来重庆与全国社零累计增速对比

单位：%

按消费类型分，1-7月，全市商品零售同比增长4.6%，餐饮

收入增长17.6%。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增

长5.6%，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10.9%。

分区域看， 1-7月，主城都市区限上社零额同比增长

5.1%；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增长2.7%，比上半年提高0.4个

百分点；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增长6.6%，与上半年持平。

五、居民消费价格略有回落

1-7月，全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3%，比上半年回落

0.1个百分点。其中，7月当月下降0.7%。

.5.

经济分析

.4.

经济分析

二产业投资增长8.7%，其中，采矿业投资增长4.9%，制造业投

资增长7.6%，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投资增长

22.6%。第三产业投资下降1.6%。

分片区看，1-7月，占全市投资7成的主城都市区投资同比下

降2.2%。其中，中心城区投资下降6.8%，主城新区投资增长

4.6%。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投资增长最快，增速达到

16.3%。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投资增长10.6%，占全市投资比

重16.4%。

 四、消费品市场总体平稳

1-7月，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681.60亿元，同比增

长 6.4%，比上半年提高 0.2个百分点。其中， 7月当月增长

7.2%，比上月回落3.0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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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021年以来全市与全国消费价格增速对比

单位：%

-0.3

0.0
0.2

0.4 0.5 0.6 0.6 0.6 0.7
0.9 0.9 0.9

1.1

1.4 1.5
1.7 1.8 1.9 2.0 2.0 2.0 2.0

1.5
1.3

1.0
0.8 0.7

0.5

-1.4

-1.0

-0.6

-0.2
0.0 0.0 0.1 0.0 0.1

0.2 0.3

0.9 1.0
1.2 1.3 1.4

1.6
1.8 1.9 2.0 2.1 2.1

1.3

1.0

0.7 0.6
0.4 0.3

-2.0

-1.5

-1.0

-0.5

0.0

0.5

1.0

1.5

2.0

2.5

20
21
年
1-
2月
1-
3月

1-
4月

1-
5月

1-
6月

1-
7月

1-
8月

1-
9月

1-
10
月

1-
11
月

1-
12
月

20
22
年
1-
2月
1-
3月
1-
4月

1-
5月

1-
6月

1-
7月

1-
8月

1-
9月

1-
10
月

1-
11
月

1-
12
月

20
23
年
1-
2月
1-
3月

1-
4月

1-
5月
1-
6月
1-
7月

全国   重庆

分类别看，1-7月，食品烟酒、衣着、生活用品及服务、教

育文化和娱乐、其他用品和服务类价格分别上涨1.1%、0.3%、

0.1%、1.6%、2.3%；居住、交通和通信、医疗保健价格分别

下降0.3%、1.7%、0.1%。



工   业

规模以上工业 1-7月

＃

工业增加值增速（%）

  高技术产业

按八大产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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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7.0

4.4

9.8

-3.2

1.2

-15.4

9.2

7.5

9.5

.7..6.

工   业

规模以上工业

工业增加值增速（%）

按主要行业分

  农副食品加工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汽车制造业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1-7月

4.2

3.6

8.6

4.5

14.1

17.2

4.0

4.4

7.8

8.1

-6.2

9.9



工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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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 1-7月

汽车（万辆）

轿车

  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

新能源汽车

摩托车（万辆）

微型计算机设备（万台）

笔记本计算机

  平板电脑

打印机（万台）

手机（万台）

智能手机

集成电路（万块）

液晶显示屏（万片）

钢材（万吨）

铝材（万吨）

水泥（万吨）

产品销售率（%）

122.59

30.76

47.31

17.96

313.83

4278.61

4027.18

224.23

20.28

4655.88

4520.59

189589.01

17446.14

1274.39

107.34

3124.59

96.3

同比±%  

-7.1

3.9

-7.7

6.8

27.1

-18.3

-12.7

-61.0

-71.5

5.5

8.2

-30.8

2.1

27.5

-10.0

4.4

-1.0点

＃

＃

＃

＃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济效益 1-6月 同比±%  

企业单位数（个）

　大中型

　亏损企业

营业收入（亿元）

营业成本（亿元）

利润总额（亿元）

　大中型

亏损企业亏损额（亿元）

　大中型

应收账款(亿元）

产成品（亿元）

资产负债率（%）

总资产贡献率(%)

营业收入利润率(%)

7722

1060

1848

12426.30

10798.67

563.93

367.08

151.41

100.41

4356.41

918.3

57.0

7.0

4.5

4.3

2.0

3.4

-2.8

-2.1

-21.5

-25.1

35.2

49.6

6.8

-0.9

1.1点

-1.6点

-1.1点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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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

＃

＃

固定资产投资

投资总额增速（%）

基础设施建设

民间投资

按构成分

　建筑安装工程

　设备工器具购置

　其他费用

按三次产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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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技改投资

　第三产业

房地产开发

　

　

1-7月

1.7

9.2

-8.8

2.1

5.3

-1.9

23.9

8.7

8.9

28.5

-16.5

2.0

11.7

8.9

4.6

-8.4

29.2

-0.9

-1.6

-19.2

＃

＃

＃

同比±%商品房建设与销售

房地产开发投资（亿元）

　住宅

　办公楼

　商业营业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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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1-7月

1726.79

1304.38

25.32

172.57

19924.87

13194.49

466.67

2141.22

1288.27

865.13

11.06

134.68

1886.42

1299.43

31.47

189.61

2129.00

1405.42

40.94

181.88

1514.22

1209.55

34.79

148.89

-19.2

-19.3

-32.8

-12.7

-9.3

-9.3

-8.9

-10.4

-16.0

-19.5

11.9

11.2

43.8

46.9

551.5

65.8

-25.7

-25.6

-36.9

-20.3

-25.1

-24.2

-51.2

-15.0

房地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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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贸易

社会消费品零售

限额以上单位主要商品零售类值

　

零售总额（亿元）

  限额以上单位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按销售单位所在地分

　城镇

    城区

　乡村

  按消费类型分

　  商品零售

  　餐饮收入

＃

＃

主要商品零售额（亿元）

  粮油、食品类

  饮料类

  烟酒类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

  化妆品类

  金银珠宝类

  日用品类

  体育、娱乐用品类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

  中西药品类

  文化办公用品类

  家具类

  通讯器材类

  石油及制品类

  建筑及装潢材料类

  汽车类

＃

同比±% 比重( )%

同比±%

1-7月

1-7月

8681.60

519.94

7383.82

5211.56

1297.78

7359.25

1322.35

6.4

28.5

5.6

5.5

10.9

4.6

17.6

100.0

6.0

85.1

60.0

14.9

84.8

15.2

459.22

48.28

62.03

145.85

25.06

30.18

111.27

5.46

167.41

93.35

102.45

30.17

70.79

335.32

58.26

775.12

9.2

-2.1

1.2

0.3

-2.1

-11.6

4.0

-30.8

-0.1

9.7

41.4

-0.7

-1.6

0.6

-5.5

5.8

同比±%货物进出口

    开放型经济

进出口总值（亿元）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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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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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主要经济体进出口总值（亿元）

东盟

出口

欧盟

出口

美国

出口

1-7月

＃

＃

＃

＃

＃

＃

＃

＃

＃

＃

＃

＃

4179.19

2801.77

155.17

1283.73

1362.44

1193.28

1352.26

2401.56

1608.60

886.57

1377.41

170.45

605.21

598.82

520.75

335.06

928.31

825.07

620.01

308.31

605.27

494.13

520.31

464.69

-15.4

-13.0

44.3

-19.2

-10.7

2.3

-24.1

-13.5

-24.1

-23.0

-19.8

-41.6

-18.9

-11.5

-12.7

-14.2

-23.0

-28.9

-17.3

-11.7

-16.8

-20.8

-25.3

-24.3



.15..14.

    开放型经济

利用外资

对外投资合作

同比±%

同比±%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亿美元）

对外直接投资（亿美元）

货币投资

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亿美元）

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亿美元）

  ＃

1-7月

1-7月

服务业

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经济效益

企业单位数（个）

营业收入（亿元）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营业利润（亿元）

营业收入利润率(%)

1-6月 同比±%

  ＃

  ＃

  ＃

  ＃

4439

2714.17

721.95

611.69

566.72

276.35

191.44

7.1

8.0

6.4

9.3

3.4

6.3

5.1

38.0

-

3.60 -63.1

4.21

4.15

0.62

2.14

-37.0

-21.3

-74.5

41.2



.17..16.

比上年±%财政收支

财  政

  ＃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

    税收收入

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契税

    非税收入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亿元）

一般公共服务

    教育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社保和就业

    卫生健康

    城乡社区

    农林水

  ＃

1-7月

1370.7

912.9

371.4

166.4

47.4

57.2

60.6

457.9

2687.7

190.8

477.7

30.3

599.6

279.0

163.3

209.6

15.0

19.2

95.6

-14.4

-3.4

8.4

-5.7

7.3

1.8

-4.2

4.1

3.8

5.6

11.2

-17.3

9.9

内河港口货物吞吐量（万吨）

空港吞吐量

旅客（万人）

　货物（万吨）

国际标准集装箱吞吐量（万TEU）

  铁路

  港口

客货运输量 同比±%  

客货吞吐量 同比±%  

货物运输总量（万吨）

　铁路

　公路

　水运

　航空

旅客运输量（万人）

　铁路

　公路

　水运

　航空

同比±%邮电业务总量

  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亿件） 

  电信业务总量（亿元） 

1-6月

交通运输邮电

1-7月

1-7月

78964.32

1086.69

66221.79

11648.67

7.17

17641.64

5562.40

9737.53

504.11

1837.60

0.8

7.8

1.3

-2.5

-5.9

24.9

64.6

2.8

93.6

81.8

12601.42

2620.31

21.06

31.98

76.55

6.7

71.7

-19.7

24.4

5.5

8.22

189.61

9.6

15.0



.18. .19.

金融机构存贷款 7月末   比年初±%    同比±%

  ＃

本外币存款余额(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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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人民币贷款余额

短期贷款

    中长期贷款

    个人贷款及透支

  ＃

  ＃

  ＃

  ＃

金融和保险 

52977.35

51921.63

27840.73

12801.51

7241.25

4001.47

54941.64

54151.75

10753.71

37757.94

21727.40

6.8

7.6

9.4

9.6

-0.1

4.6

6.3

6.2

16.4

4.0

4.3

9.0

10.1

15.4

6.2

3.5

1.5

8.2

8.5

16.8

5.8

4.8

保险 同比±%

保险保费收入（亿元）

　财产险

　人身险

保险赔付支出（亿元）

　财产险

　人身险

775.10

147.62

627.48

243.45

93.14

150.30

9.6

10.8

9.3

19.5

11.1

25.4

1-7月

城市居民消费价格

1-7月同比

(上年同期=100)

7月同比

(上年同月=100)

7月环比

(上月=100)

价  格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服务

消费品

食品

　　非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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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0.3

101.3

99.7

98.1

100.8

98.7

99.9

100.2

100.7

102.2

102.5

100.1

101.1

99.3

101.5

97.9

95.7

100.1

97.3

100.5

100.5

99.0

96.9

102.5

100.4

103.1

100.3

100.8

99.9

101.2

100.1

101.1

100.3

99.7

100.1

98.3

101.6

99.9

102.3

  ＃



.20.

1-7月同比

(上年同期=100)

7月同比

(上年同月=100)

7月环比

(上月=100)工业生产者价格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生产资料

　　采掘

    原材料

　　加工

　生活资料

　　食品

　　衣着

　　一般日用品

　　耐用消费品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

  燃料、动力类

  黑色金属材料类

    有色金属材料类

  化工原料类

  木材及纸浆类

  建筑材料类及非金属矿类

  其他工业原材料及半成品类

  农副产品类

  纺织原料类

价  格

99.7

99.6

99.3

99.1

99.7

100.1

100.0

99.8

99.9

100.3

99.8

100.4

99.5

99.7

99.5

99.2

98.6

100.0

99.6

99.7

97.4

96.4

98.3

95.8

96.5

99.8

99.6

97.7

99.4

100.2

96.2

98.6

94.1

97.4

89.9

93.4

92.7

96.9

96.6

100.8

97.8

96.8

100.2

96.9

96.7

100.5

100.3

98.1

99.9

100.9

97.2

105.2

93.6

93.4

90.4

98.2

92.5

97.4

101.3

101.4

  
  
  
  
  
  
  
  
  
  
  

  
  

  
  
  
  
  

  
  
  
  
  
  
  
  
  
  

  

资料来源（以本资料中数据为序）：

    交通数据来自市交通局；邮政数据来自市邮政管理局；通信

数据来自市通信管理局；电力数据来自国网市电力公司；天然

气数据来自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和市经信委；部分成品油

数据来自市商务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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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数据来自人

行重庆营管部；保险数据来自重庆银保监局；社会保障数据来

自市民政局；社会保险数据来自市人力社保局和市医保局；就

业数据来自市人力社保局；专利数据来自市知识产权局。其他

数据来自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

月报数据来源



统计产品推荐

统计新媒体平台：

重庆统计微讯、重庆统计微博、重庆统计抖音。                  

2.“重庆数据”数据库

地址：http://data.tjj.cq.gov.cn

关注“重庆统计”微讯公众号，菜单栏点击“统计服

务”，选择“数据重庆”。

统计违法举报   

举报电话：67191850   邮箱地址：cqtjjzf d@163.comz

统计数据查询平台：

     1.“数据重庆”统计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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