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全市人民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密围

绕“314”总体部署和国发〔2009〕3号文件精神，努力打造内陆开放高地。

一、综合

初步核算，全年地区生产总值10011.13亿元，比上年增长16.4%。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844.52亿元，增长5.1%；第二产业增加值5542.80亿元，增

长21.8%；第三产业增加值3623.81亿元，增长10.8%。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为8.4%，比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55.4%，比上年上升0.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36.2%，比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按常住人口计算，全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4500元，比上

年增长15.2%。

图1 2006－2011年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

单位：亿元、％

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5.3%，其中食品价格上涨14.1%。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5.9%。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涨3.8%。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

上涨5.7%。农产品生产价格上涨20.2%。

图2 2006－2011年居民消费价格涨跌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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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1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涨跌幅度



城镇新增就业人员55.00万人，比上年增长74.5%。新增农业富余劳动力非农就业37.00万人，比上年增长4.8%。25.5万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实现就

业，比上年增长1.6倍。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3.5%，比上年下降0.4个百分点。

全年各类市场主体113万户，比上年增长23.1%。其中，新注册企业数8.17万户，比上年增长1.3倍。新发展微型企业4.05万户，解决就业31.65万

人。新注册个体工商户数20.38万户，比上年增长17.2%。

二、农业

全年农林牧渔业增加值844.52亿元，比上年增长5.1%。其中，种植业560.77亿元，增长5.2%；畜牧业217.56亿元，增长2.5%；林业27.82亿元，增

长10.0%；渔业27.26亿元，增长18.4%。

全年粮食播种面积3389.1万亩，比上年增长0.7%，粮食综合单产332.5公斤/亩，下降3.2%。油料播种面积385.6万亩，增长0.8%。蔬菜播种面积

927.9万亩，增长5.0%。

全年粮食总产量1126.90万吨，比上年下降2.5%。其中，夏粮产量156.30万吨，增长0.4%；秋粮产量970.60万吨，下降3.0%。油料总产量46.51万

吨，增长4.6%。蔬菜总产量1407.97万吨，增长7.5%。肉类总产量196.28万吨（初步统计数），增长2.0%。

表2 2011年主要农产品产量

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工业增加值4690.46亿元，比上年增长22.2%，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46.9%。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2038.52亿元，比上年增长28.2%。其中，大

中型企业7926.75亿元，增长25.2%；国有控股企业3903.35亿元，增长13.6%。

图3 2006－2011年工业增加值及其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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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011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表4 2011年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



从支柱产业看，在规模以上工业中，汽车摩托车行业总产值3273.58亿元，增长13.4%，占工业总产值的27.2%；装备制造业总产值2631.79亿元，增

长56.7%，占工业总产值的21.9%；材料工业总产值1821.88亿元，增长31.4%，占工业总产值的15.1%；电子信息产业总产值2027.90亿元，增长98.6%，占

工业总产值的16.8%。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达到257.7，比上年提高27.3个百分点；实现利税总额957.80亿元，增长19.2%；实现利润558.42亿元，增长

28.1%；总资产贡献率11.5%，提高0.3个百分点；产品销售率97.6%，下降0.2个百分点；全员劳动生产率244125元/人年，增长20.5%。

全年建筑业增加值852.34亿元，比上年增长19.6%。全市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企业实现利润147.64亿元，增长20.3%；上缴税金

111.05亿元，增长21.3%。

四、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7631.80亿元，比上年增长30.0%。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投资1926.30亿元，增长21.4%；城镇投资7099.02亿元，增长28.7%；

农村投资532.78亿元，增长51.5%。

图4 2006－2011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及其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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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278.77亿元，比上年增长59.7%；第二产业投资2784.75亿元，增长36.7%。其中，工业投资2531.21亿元，增长33.4%，占

固定资产投资总量的33.2%；第三产业投资4568.27亿元，增长24.9%。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2015.09亿元，增长24.4%。

表5 2011年重点项目投资情况



全市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167.00亿元，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8.4%。其中，政府主导类投资1450.00亿元，市场主导类投资717.00亿元，分别占重

点项目投资的66.9%和33.1%。

五、国内贸易

全年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747.30亿元，比上年增长14.3%，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7.5%；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166.31亿元，增长10.4%。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487.80亿元，比上年增长18.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3.4%。分城乡看，城镇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3317.10亿元，

增长18.8%；乡村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170.70亿元，增长16.9%；分行业看，批发和零售业零售额2894.16亿元，增长19.0%；住宿和餐饮业零售额

521.74亿元，增长17.2%；其他行业零售额71.90亿元，增长18.7%。

图5 2006－201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其增长速度

单位：亿元、％



在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零售额中，石油及制品类增长51.9%，通讯器材类增长48.0%，金银珠宝类增长46.2%，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增长41.6%，文化办

公类38.2%，家具类增长37.4%，服装鞋帽类增长33.7%，汽车类增长30.4%，粮油食品类增长30.1%，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30.0%。

六、对外开放

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292.1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4倍。其中，出口198.38亿美元，增长1.6倍；进口93.80亿美元，增长89.9%。实现贸易顺差

104.58亿美元，比上年增加79.07亿美元。

加工贸易方式实现出口总值61.6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1倍，占出口总额的31.1%；笔记本电脑出口1574.13万台、价值51.45亿美元，占出口总额

的25.9%，成为第一大出口商品；机电产品出口131.94亿美元，增长1.6倍，占出口总额的66.5%。

图6 2006－2011年货物进出口总额

单位：亿美元



表6 2011年货物进出口总额



全年累计新签外商投资项目326项，比上年增长40.5%；新签外商投资合同额135.21亿美元，增长1.2倍；外商投资实际到位105.29亿美元，增长

66.0%。分行业看，制造业外商投资实际到位34.10亿美元，增长87.2%；房地产业外商投资实际到位30.67亿美元，增长27.8%；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外商投

资实际到位12.35亿美元，增长4.1 倍；批发和零售业外商投资实际到位11.60亿美元，增长13.3倍。全年实际利用内资4919.84亿元，增长86.5%。

表7 2011年实际利用外资



全年对外承包工程、劳务、设计咨询完成营业额4.45亿美元，比上年下降1.2%。对外协议（意向）投资新签项目67个，达成协议（意向）投资额

60.27亿美元；新核准境外企业（机构）57个，实际投资4.18亿美元，增长5.3%，加上1.28亿美元内保外贷额，全市实际对外投资额为5.46亿美元。

七、交通、邮电和旅游

全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456.25亿元，比上年增长13.6%，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4.6%。公路通车里程累计达到11.86万公里，其中高速

公路1861公里。全市行政村公路通达率100%。全年主要运输方式完成货物运输量96778.47万吨，比上年增长18.9%；完成旅客运输量141204.13万人，增

长11.4%。

表8 2011年主要运输方式完成运输量



全年内河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1606.00万吨，比上年增长20.0%。空港完成旅客

吞吐量1930.39万人，增长20.3%；空港完成货物吞吐量23.96万吨，增长21.2%。国际标准集装箱吞吐量74.60万标准箱，增长16.5%。

年末全市民用机动车保有量达到337.91万辆，比上年增长22.4%。其中，私人汽车保有量90.11万辆，增长17.0%，私人轿车保有量51.77万辆，增长

29.7%。全年新注册汽车30.53万辆，增长10.8%；其中，新注册轿车15.63万辆，增长12.8%。

全年完成邮电业务总量241.91亿元，比上年增长21.1%。其中，邮政业务总量25.91亿元，增长28.5%；电信业务总量216.00亿元，增长20.3%。年末

固定电话用户571.30万户，比上年下降2.0%；年末移动电话用户1801.20万户，比上年增长8.2%。互联网用户1535.20万户，增长24.6%。

全年国际旅游人数186.40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9.68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36.0%和37.7%；国内出游人数2.20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1202.76亿

元，分别增长37.3%和38.5%。通过出境旅行社组织的出境旅游者35.87万人次，比上年增长87.2%。

八、财政、金融

全年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488.25亿元，比上年增长46.2%。其中，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契税等主要税

种分别收入81.78亿元、343.92亿元、115.02亿元、34.90亿元、50.49亿元和76.32亿元，增长5.2%、41.9%、54.9%、33.0%、44.5%和39.7%。

全年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2573.54亿元，比上年增长45.5%。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教育、文体与传媒、社保和就业、医疗卫生、城乡社区事务、

农林水事务等分别支出230.70亿元、318.54亿元、30.84亿元、339.04亿元、142.35亿元、456.29亿元和198.23亿元，增长36.9%、32.5%、28.3%、

43.1%、50.0%、61.1%和23.1%。

2011年，民生财政支出1418亿元，占一般预算支出的55.1%，占比较上年提高3.0个百分点。

图7 2007－2011年民生投入及占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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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新增银行12家，全市金融业增加值704.66亿元，占全市生产总值的7.0%。全市中资银行市级分行42家，外资银行分行11家，金融租赁公司1

家，担保公司133家，小额贷款公司149家，村镇银行19家。年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16128.87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8.5%。其中，个人人民币存

款余额7045.99亿元，增长20.6%。本外币贷款余额13195.16亿元，增长20.0%。其中，个人消费贷款余额2764.69亿元，增长25.3%。

表9 2011年末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



图8 2006－2011年人民币个人储蓄余额



单位：亿元

全市证券公司营业部112家，证券法人机构1家。境内上市公司36家，总股本277.07亿股，股票总市值2027.97亿元。境内上市公司通过首次公开发

行和再融资共筹集资金158.02亿元。

全市营业性保险分公司37家，保险法人机构3家，保险从业人员8.61万人，比上年下降2.7%。保费总收入311.81亿元。其中，寿险保费收入206.19

亿元；财产险保费收入81.63亿元；健康险和人身意外伤害险保费收入24.00亿元。全年赔付各类保险金73.98亿元。其中，寿险赔付26.22亿元；财产险

赔付39.31亿元；健康险和人身意外伤害险赔付8.44亿元。

九、城市建设

全年商品房施工面积20397.24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19.0%；竣工面积3424.33万平方米，增长30.4%。商品房销售面积4533.50万平方米，增长

5.1%。其中，住宅销售面积4063.42万平方米，增长1.9%。商品房销售额2146.09亿元，增长16.2%。

表10 2011年房地产开发和销售主要指标完成情况及其增长速度



全年完成主城区危旧房改造拆迁面积106.04万平方米，新建安置房面积359.03万平方米。完成工矿棚户区改造1100户。完成煤矿棚区改造58.16万

平方米，新建安置房面积93.39万平方米。主城区公租房开工建设1694.2万平方米，竣工面积484万平方米。农村危旧房改造12万户，巴渝新居建设5.2万

户。

全年完成主城区主干道环境综合改造141.8公里。轨道交通营运里程75公里，在建里程123公里。主城区新建广场面积64万平方米。

十、教育和科学技术

全市小学5248所，普通中学1259所，中等职业学校236所，高等教育学校67所。小学招生33.87万人，在校195.48万人，毕业36.31万人；普通初中

招生37.21万人，在校119.02万人，毕业42.88万人；普通高中招生22.67万人，在校64.87万人，毕业18.97万人；中等职业学校招生18.72万人，在校

50.01万人，毕业15.27万人；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18.11万人，在校56.78万人，毕业13.07万人；研究生招生1.53万人，在校4.52万人，毕业1.24万人；

成人本专科招生4.42万人，在校11.46万人，毕业5.00万人；特殊教育招生0.35万人，在校1.7万人；职业技术培训机构4266所，职业技术培训结业生

150.94万人次。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9.96%，普通初中入学率99.2%，大学毛入学率32.0%。

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130亿元，比上年增长30.0%，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1.3%。市级及以上重点实验室60个，其中国家重点实验室8个；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05个，其中国家级中心10个。13项科技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全年受理专利申请3.20万件，增长40.4%，获得专利授权1.55万

件，增长28.5%，其中发明专利授权1865件，增长63.1%。新增高新技术企业163家，高新技术产品597个；国家级创新企业11家，市级创新企业38家。全

年引进留学博士在渝工作人员146人。高技术制造业总产值2299亿元，软件业总产值139亿元。

全市中国驰名商标54件，增长35.0%；著名商标823件，增长27.9%；地理标志量87件，增长1.4倍。

十一、文化、卫生和体育



全市博物馆39个，档案馆50个，文化馆41个，艺术表演团体282个。公共图书馆43个。出版发行报纸59984万份，各类期刊6078万册，图书14048万

册（张）。有线电视用户508.76万户，其中数字电视用户249.91万户，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达到98.6%。乡镇综合文化站843个。

年末全市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7076个，其中，医院、卫生院1407个，妇幼保健院（所、站）41个，专科疾病防治院（所、站）16个，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43个，卫生监督机构42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61个，其他医疗卫生机构5366个。医院、卫生院床位10.71万张，其中乡镇卫生院床位3.16万张。

卫生技术人员12.02万人，其中，乡镇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2.58万人。全市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4.96万人，注册护士4.28万人。

全年获体育国家级比赛金牌2枚，获世界级金牌4枚。新建中小学塑胶运动场848片，农民体育健身工程750个，全民健身路径工程110个，人均体育

场地面积1平方米。国民体质抽样合格率92.6%。

十二、人口、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年末全市常住人口2919.00万人，比上年增加34.38万人；其中，城镇人口1605.96万人，增加76.41万人。城镇化率55.02%，比上年提高2.0个百分

点。人口出生率为9.88‰，死亡率为6.71‰，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17‰。全市常住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2.40，出生婴儿

性别比111.50。

年末户籍总人口3329.81万人，比上年增加26.36万人。其中，农业人口2052.17万人，非农业人口1277.64万人。截止2011年，农转城共完成82.3万

户，321.90万人。

城镇居民人均家庭总收入21794.27元，比上年增长14.8%，其中人均可支配收入20249.70元，增长15.5%。总收入中，人均工资性收入13827.72元，

增长8.6%；人均经营净收入1779.43元，增长40.9%；人均财产性收入433.71元，增长38.7%；人均转移性收入5753.42元，增长23.0%。城镇居民人均消费

支出14974.49元，比上年增长12.3%。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39.1%,比上年上升1.5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1.77平方米，比上年增加0.08平

方米。

图9 2007－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其增长速度

单位：元、％



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480.41元，比上年增长22.8%。其中，人均工资性收入2894.53元，增长24.0%；人均家庭经营收入2748.25元，增长

18.3%；人均转移性收入697.96元，增长32.3%。人均生活消费支出4502.06元，比上年增长24.2%；其中，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交

通和通讯、文化教育娱乐及服务、医疗保健等消费分别增长20.5%、37.9%、1.4%、33.6%、42.6%、40.1%和38.8%。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46.8%，比上年下

降1.5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40.18平方米，比上年增加6.98平方米。

图10 2006－2011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及其增长速度

单位：元、％



全市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633.09万人，比上年增长11.1%；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458.48万人，增长12.9%；参加工伤保险

人数331.79万人，增长24.8%；参加生育保险人数214.86万人，增长23.3%，5.10万人次享受生育保险待遇，增长5.8%；参加大病医疗保险的农民工32.69 

万人，增长43.8%；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123.60 万人，增长18.5%。

全年56.85万城市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101.34万农村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城乡低保标准分别提高到303元/月和158元/月，分别比

上年增长17%和21%。

十三、移民与扶贫

截至2011年底三峡库区累计兑现农村移民后期扶持直补资金10亿元，惠及农村移民35万余人；累计发放城镇移民困难扶助资金6亿元，惠及80%的城

镇移民；累计安排三峡水库库区基金8.7亿元完成库区和移民安置区基础设施及移民生产生活条件改善项目1560个。全年库区签约经济合作项目165个，

直接利用内资1351亿元、外资22.3亿美元。其中，引进对口支援经济合作项目104个，资金121亿元。库区产业发展基金项目建成投产815个，累计新增就

业岗位13.2万个，解决移民就业3.8万人。移民技能培训6.22万人。

全年安排财政性扶贫资金14.22亿元，比上年增长27.5%。新建和改造乡村道路5100公里，与上年持平。易地扶贫搬迁4.92万人，增长18.3%。生态

移民搬迁4.8万人，增长10.4%。解决了30.3万人农村饮水困难，增长21.2%。全年贫困人口脱贫33万人，年末扶贫对象146.2万人。

十四、资源、环境和安全生产

全年水资源总量521.85亿立方米，比上年增长12.4%。年平均降水量1097.88毫米，比上年增长3.74%。年末9座大型水库蓄水总量28.67亿立方米，

比年初减少6.9%。全年完成新造绿化林地面积24.5万公顷，森林覆盖率39.0%。主城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41.5%。

全年主城区环境空气质量满足优良天数324天，比上年增加13天。空气中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可吸入颗粒物年均浓度分别为0.038毫克/立方米、

0.032毫克/立方米和0.093毫克/立方米，比上年分别下降了20.8%、18.0和8.8%。综合污染指数为1.96，比上年下降15.2%。



长江、嘉陵江、乌江重庆段24个断面水质（21项评价）满足Ⅲ类水质标准比例为79.2%。全市城市饮用水源地水质满足水域功能要求的比例为

100%。

全年生产安全事故死亡1656人，比上年下降7.6%。亿元地区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0.18人，下降21.7%；较大安全生产事故死亡149人，下降

11.8%；煤矿百万吨死亡3.00人，下降25.0%。道路交通事故造成1098人死亡，下降9.6%；道路交通万车死亡3.13人，下降29.7%。

全市发生地质灾害130起，造成人员伤亡6人，直接经济损失2200万元。

注：

[1]“314”总体部署是指2007年3月8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为重庆工作“定向导航”，高瞻远瞩地作

出了三大定位，确定了一大目标，交办了四大任务，构成重庆发展“314”总体部署。三大定位，即努力把重庆加快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

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一大目标，即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四大任务，即加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

力度，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步伐；着力解决好民生问题，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

面加强城市建设，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国发〔2009〕3号文件即《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

[2]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度量一组代表性消费商品和服务项目价格水平随着时间而变动的相对数，反映居民家庭购买的消费品及服务价格水平的变

动情况。它是宏观经济分析和决策、价格总水平监测和调控以及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指标。其按年度计算的变动率通常被用来作为反映通货膨胀（或紧

缩）程度的指标。

[3]内保外贷是各省级商务主管部门辖区（不包括中央企业）境内投资者在境外投资活动中，通过境内投资者担保而由境外银行（含中资境外附属

机构）直接放款至境外企业（即通常讲的内保外贷）。

[4]公租房是公共租赁住房的简称。公共租赁住房是指政府投资并提供政策支持，限定套型面积和按优惠租金标准向符合条件的家庭供应的保障性

住房。

[5]地理标志量是指表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

[6]常住人口是指在本乡镇（街道）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口，或虽居住不满半年但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人口以及户口待定人口。

[7]户籍人口是指公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已在其经常居住地的公安户籍管理机关登记了常住户口的人。这类人口不管其是否

外出，也不管外出时间长短，只要在某地注册有常住户口，则为该地区的户籍人口。户籍人口数一般是通过公安部门的经常性统计月报或年报取得的。

[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可支配收入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般为一年）城镇居民家庭成员得到的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其它非义务性支出以

及储蓄的总和，即城镇居民家庭或以用来自由支配的收入。它是全面反映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和结构变化的最主要指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指按

住户常住人口人均当年的可支配收入。重庆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7年开始调查统计，覆盖全市城镇居民。

[9]恩格尔系数是指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重。

[10]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纯收入指农村住户当年从各个来源得到的总收入相应地扣除所发生的费用后的收入总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指按住

户常住人口人均当年的纯收入。它反映一个地区农村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是反映农村居民收入变化的一个重要指标。

[11]库区是指库区15区县，包括万州区、涪陵区、渝北区、巴南区、长寿区、江津区、丰都县、武隆县、忠县、开县、云阳县、奉节县、巫山县、

巫溪县、石柱县。

本公报为初步统计数，最终数据以《重庆统计年鉴2012》为准。其中，增加值绝对数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