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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06年，重庆市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以调控促发展，狠抓各

项政策落实，经济保持平稳增长，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经济效益迈上新台阶，各项改革

取得新的突破，在遭遇百年不遇特大旱灾的不利条件下，实现了 “十一五”良好开局。 

重庆市金融业继续保持平稳健康的运行态势：银行业整体平稳，证券业逐步向好，保险

业发展加快，效益水平不断提高，金融企业改革顺利推进，金融市场发展势头较好，金融

生态环境建设取得新的进展。 

展望2007年，重庆投资需求有望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消费增长将稳中有升，但物价上涨

压力有所加大。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将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信贷

平稳适度增长，加大对经济薄弱环节和社会弱势群体的支持，促进地方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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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运行情况 

2006 年，重庆金融业在宏观调控中继续保持

稳健发展的良好势头，各项金融业务快速发展，

金融企业改革稳步推进，金融市场不断拓展。 

（一）银行业继续稳健发展，货币信

贷保持平稳运行 

2006 年，重庆银行业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

势，存贷款适度增长，市场利率有所提高，各项

改革向纵深推进。 

1.银行业发展势头良好，对外开放步伐加快 

经济的较快发展为银行业创造了良好机遇， 

2006 年重庆银行业资产规模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资产质量不断改善，不良贷款占比降至 6.44%；

盈利水平不断提高，账面利润较上年增长 1.4 倍。

根据“入世”有关规定，重庆已向外资银行开放

了人民币业务。随着开放步伐加快，外资银行必

将在重庆经济发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见

表 1） 

表 1  2006 年银行类金融机构情况 

机构类别
机构个数

(个)
从业人数

(人)
资产总额

（亿元）

一、国有商业银行 1215 21250 2762.2

二、政策性银行 38 936 498.5

三、股份制商业银行 173 4127 1458.5

四、城市商业银行 98 1822 360.2

五、城市信用社 0 0 0

六、农村信用社 1843 12350 957.5

七、财务公司 0 0 0

八、邮政储蓄 1633 7776 0

九、外资银行 4 113 22.0

合             计 5004 48374 6058.9  

注：银行类金融机构包括总部及其所有下属分支机构。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 

2.存款稳定增长，活期化趋势较为明显 

2006 年末，重庆市本外币存款余额 5535.7

亿元，同比增长 16.7%，与上年增幅基本持平。

分结构看，企业存款增长加快而储蓄存款增长放

缓。贷款快速增长引起派生存款多增，导致企业

存款增长加快；居民储蓄意愿下降则导致储蓄存

款增长放缓。受股市强劲上涨等因素影响，股票、

基金及各类理财产品对储蓄存款分流明显，中国

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居民储蓄问卷调查显

示，重庆市居民储蓄意愿已连续两个季度下降。

从存款期限看，企业和居民倾向于活期存款，反

映出货币流动性增强，经济的活跃程度提高。（见

图 1） 

图 1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增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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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 

3.贷款增长较快，新增贷款以中长期为主 

2006 年末，重庆市本外币贷款余额 4199.2

亿元，同比增长 17.7%，高于上年同期水平和全

国平均水平。贷款较快增长主要受需求增长拉动。

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银行家问卷调查显

示，2006 年前三季度重庆市贷款需求持续增长，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足也提高了银行信贷投放意

愿。从贷款投向看，新增贷款主要投向基本建设、

个人消费等领域，全年新增基本建设贷款和个人

中长期消费贷款占全部新增人民币贷款的七成。

（见图 2、图 3） 

图 2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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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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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增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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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 

 

 

 

 

 

 

 

 

 

 

 

 

 

 

专栏 1：大力发展小额信贷，促进和谐重庆建设 

 

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大力推进再就业小额贷款、国家助学贷款、农户小额信用贷

款等专项信贷政策，努力发挥小额信贷对社会弱势群体和经济薄弱环节的扶持作用，有力地促进了和谐

社会建设。截至 2006 年末，重庆市再就业小额贷款余额 2.6 亿元，帮助 4.5 万名下岗失业人员自主创

业；国家助学贷款余额 3.71 亿元，支持 4万多名贫困大学生继续学业；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余额 81.2 亿

元，支持 216 万户农户发展生产。 

为推动小额信贷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政府相关部门和金融机构密切配合，结合重

庆实际进行了有益探索。一是建立金融支持就业再就业的长效机制。不断完善“创业培训+信用社区+再

就业小额贷款”的运作模式，建立健全担保基金管理制度，贷款风险控制与补偿机制，贷款正向激励机

制、创业培训与小额贷款联动机制，发挥劳动密集型企业带动个人就业的倍增效应。发挥社区管理优势，

积极创建信用社区，开通“绿色通道”发放信用贷款，不断扩大贷款覆盖面。二是建立“风险补偿率招

标+小额贷款”模式，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实施机制。精心设计补偿率招标方案并采取捆绑招标，实现了

国家助学贷款覆盖所有市属高校，达到政府、银行、高校和学生多赢的效果。创新推出职业学校助学担

保贷款，探索引入担保机构和保险公司进行专业化风险管理。三是不断改进小额农贷服务。引导农村信

用社开展产品创新，推出回乡创业贷款、移民贷款等品种；引入农民工贷款全权委托管理方式，强化贷

后管理。积极开展“奖补资金”小额贷款试点，将部分财政扶贫资金用于贫困户贷款的贴息、亏损补贴

或奖励，发挥信贷政策对贫困农户的帮扶作用。四是探索小额信贷组织的运作模式。重庆市开县扶贫社

自 1997 年成立以来，在贫困山区累计投放小额信贷 1.7 亿元，帮扶 1.9 万户贫困农户，不良率仅 1.5%，

为探索贫困地区小额信贷组织的发展思路提供了参考。 

通过实践，我们认为，要充分发挥小额信贷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一是要坚持制度与机制创新，

实现财政金融政策与其它相关政策的协调配合，合理调节各方利益，使政府部门能够大力参与，金融机

构获得风险补偿，弱势群体得到足够增信，从而建立高效的小额信贷运作模式，充分引导信贷资金进入

经济薄弱领域。二是要坚持稳步推进的原则，既注重正向激励，又时刻关注风险，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

努力扩大政策受益面。三是要引导中小金融机构更多参与零售贷款业务，研究探索小额信贷组织发展模

式，建立多层次的专业化小额信贷服务体系。四是要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在全社会范围内大力普及

金融知识，培育市场意识和信用意识，切实防范道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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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现金净回笼 

2006 年，重庆市金融机构累计收入现金

11357.4 亿元，支出现金 11320.2 亿元，现金净回

笼 37.2 亿元，同比多回笼 0.4 亿元。储蓄收入、

商品销售收入、服务业收入、个体经营收入是现

金回笼的主要渠道。（见表 2） 

表 2  2006 年金融机构现金收支情况表

年累计（亿元） 同比增速（%）

现金收入 11357.4 9.4

现金支出 11320.2 9.4

现金净支出 -37.2 -0.9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 

 

5. 票据业务增长放缓，市场利率持续走高 
2006 年，重庆市票据业务发展步伐放缓，全

市银行承兑汇票承兑余额和票据贴现余额增幅均

较上年大幅回落。票据业务增长放缓主要是由于

金融机构在控制信贷总量的背景下，主动压缩票

据承兑、贴现规模，导致票源减少。受此影响，

票据市场利率持续上扬，三、四季度重庆票据贴

现利率持续超过再贴现利率。（见表 3、表 4） 

 

表 3  2006 年金融机构票据业务量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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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20.7 227.3 432.4 1089.6 9.7 71.6

2 439.4 260.4 398.9 999.0 20.8 1.7

3 462.6 189.7 441.4 1231.6 33.4 45.6

4 451.4 400.5 440.9 1096.5 38.7 48.8

银行承兑汇票承兑
季度 银行承兑汇票 商业承兑汇票

贴  现

 

注：表中数据含工行票据营业部重庆分部数据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 

 

表 4  2006 年金融机构票据贴现、转贴现利率表 

单位：% 

银行承兑汇票 商业承兑汇票 票据买断 票据回购

1 2.83 3.67 1.73 1.69

2 2.86 4.20 2.22 2.24

3 3.40 5.02 2.90 2.83

4 3.52 5.17 3.13 3.13

转贴现
季度

贴  现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 

 

 

专栏 2：当前票据贴现利率定价的主要模式 

 

受票据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的影响，目前金融机构逐渐改变原来以再贴现利率

加点的贴现利率形成机制，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市场化的定价方式。调查显示，目前重庆市金融机构票据

贴现利率定价主要有以下四种模式： 

（一）成本加成定价模式。对票据资金的成本进行测算，并据此确定贴现利率保本点。其计算公式

为：贴现利率=资金成本+管理费用+营业税及附加+风险补偿+目标利润率。由于各行对管理费用测算、

风险补偿和目标利润率的确定方法不够科学，因此该模式测算出的贴现利率一般只作为定价和测算盈亏

平衡的参考。 

（二）市场利率加点模式。根据资金来源构成，首先选择一种利率作为基准利率，然后在综合考虑

资金成本、贴现风险、同业价格等因素的基础上确定所加“点数”，两者相加确定该笔贴现的实际利率，

计算公式为：贴现利率=基准利率+点数。基准利率的范围包括货币市场利率、转贴现利率、商业银行总

行专项资金利率、商业银行总行贴现指导价格等。 

（三）机会成本比较定价模式。目前，基层商业银行资金运用渠道较为有限，除发放贷款、办理票

据业务外，通常只能将剩余资金上存总行。因此，一些商业银行在确定贴现利率时，往往以上存资金利

率作为盈亏平衡底线，确定是否办理该笔贴现业务，而不再考察贴现利率是否在实际资金成本之上。由

于上存资金利率与实际资金成本存在差异，实际上是一种机会成本定价模式。 

（四）综合回报分析定价模式。调整资产结构是票据业务的重要功能之一。为应对上级行的考核，

基层商业银行常利用票据业务来调整存贷款规模，其贴现定价往往不单纯看一笔贴现业务所带来的收

入，而是考虑这笔业务可能带来的综合回报。如，某支行在年末考核前利润指标完成较好，但存贷款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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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尚未完成，需要办理贴现业务增加存贷款规模。为吸引企业办理贴现，金融机构往往会适当降低贴现

利率。 

实践中，上述四种定价方法并非完全孤立，同一家金融机构在不同时期、不同市场情况下可能会综

合或分别采取这四种定价方式。总的来看，金融机构通过灵活运用这些定价方式，有效提高了定价能力，

为推进利率市场化奠定了基础。 

 

6.本外币利率均有所上升，金融机构风险定

价意识提高 

受 2006 年两次上调贷款基准利率影响，重庆

市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上年提高

了 0.33 个百分点。从利率上浮的对象看，大型企

业上浮贷款占比下降，中小企业则有所提高，以

中小企业、个私经济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地方金融

机构利率上浮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各类银行。同时，

受美联储加息和国际金融市场利率变化拉动，外

币存贷款利率继续上升。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

金融机构风险定价意识正不断增强。（见表 5、

图 4） 

表 5  2006 年各利率浮动区间贷款占比表 

单位：% 

合计
国有独资

商业银行

股份制

商业银行

区域性

商业银行

城乡

信用社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0.9-1.0) 26.5 34.2 26.9 20.5 1.2

1.0 32.7 36.9 34.6 38.7 5.3

小计 40.8 28.9 38.5 40.8 93.5

(1.0-1.3] 31.6 28.3 37.2 33.5 20.5

(1.3-1.5] 8.4 0.5 1.2 5.5 67.8

(1.5-2.0] 0.8 0.1 0.1 1.8 5.2

2.0以上 0 0 0 0 0

上

浮

水

平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 

 

图 4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及外币存款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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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 

7.银行业改革向纵深推进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稳步推进。工行重

庆市分行按照总行的部署完成了机构改革和财务

重组，农行重庆市分行正积极做好改革的准备工

作。城市商业银行改造进展顺利。重庆市商业银

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工作有序推进，万州商业银

行重组方案也在积极研究中。农村信用社改革试

点取得阶段性成效，资本实力明显增强，资产质

量逐步提高，内部管理不断完善，完善法人治理

结构取得新进展。2006 年重庆农村信用社改革试

点资金支持工作进入了专项票据兑付考核阶段，

至年末，重庆已有 15 家农村信用联社 8.1 亿元专

项票据顺利兑付，兑付通过率居全国前列。此外，

在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的积极配合下，

国务院已批准重庆市政府向中央专项借款 7.43

亿元，用于化解三峡库区农村信用社淹没搬迁贷

款损失。 

（二）证券业经营向好，股权分置改

革顺利推进 

由于国内证券市场整体走势较好，2006 年重

庆大部分证券经营机构主营业务收入大幅增加，

多数证券经营机构实现盈利。基金管理公司发展

态势良好，其中益民基金管理公司成功发行了两

只基金，目前经营业绩较好。期货公司经营总体

平稳，代理期货交易额稳中有升。证券经营机构

重组加快，其中西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获得中国

建银投资公司的11.9亿元新增资金和8.1亿元的

流动性贷款，圆满完成重组工作。 

股权分置改革顺利推进。目前重庆已股改的

上市公司有 26 家。随着改革推进，上市公司的投

资价值进一步凸现，对投资者的吸引力逐步增强。

2006 年，重庆 29 家境内外上市公司的总市值、

净利润较上年大幅增长，上市公司总体经营向好。

随着改革深入进行，其在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

推动金融产品创新、促进形成合理市场价格、遏

止恶性炒作等方面必将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见

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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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06 年证券业基本情况表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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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总部设在辖内的期货公司数(家) 5
年末国内上市公司数(家) 29
当年国内股票（A股）筹资（亿元） 0
当年发行H股筹资（亿元） 0
当年国内债券筹资（亿元） 30
    其中：短期融资券筹资额（亿元） 18.4

数量

 

数据来源：重庆证监局 

 

（三）保险业发展加快，保障功能不

断加强 

2006 年，重庆新增保险公司法人机构两家，

营业性分支机构 46 个，保险从业人员达 38098

人。保费收入增长加快，增幅居全国首位，产、

寿险公司保费收入增幅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保

险业赔款和给付增长也有所加快。各项新业务品

种发展势头良好，其中万能险保费收入增长了

1.3 倍，交强险业务实施进展顺利。保险业务的

快速发展促进了保险覆盖面扩大。年末，重庆市

保险密度较上年提高 0.3 个百分点，保险深度较

上年增加 61 元。 

2006 年，重庆保险业切实贯彻落实《国务院

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积极开办被征

地农民失地养老保险、外出务工农民意外伤害综

合保险、农村医疗责任保险等业务，保障功能进

一步增强，在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方面取

得了新的成效。（见表 7） 

 

表 7  2006 年保险业基本情况表 

项        目 数

总部设在辖内的保险公司数(家) 2
    其中：财产险经营主体（家） 1
               寿险经营主体（家） 1
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956
    其中：财产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369
               寿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587
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93.2
财产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24.2
人寿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69.1
各类赔款给付（中外资,亿元） 20.5
保险密度（元/人） 294
保险深度（%） 2.7

量

 

数据来源：重庆保监局 

（四）金融市场趋于活跃，融资结构

有所改善 

2006 年，重庆金融市场发展加快，货币市场

和股票市场交易活跃，外汇和黄金市场发展势头

良好。 

1.企业直接融资取得新突破，融资结构有所

改善 

2006 年，在中国人民银行及相关金融机构的

共同努力下，重庆三家企业获准在全国银行间市

场发行短期融资券，额度为 28.1 亿元，为企业拓

展了新的直接融资渠道。同时，在中国人民银行、

重庆市政府以及有关中介公司的共同努力下，在

银行间市场试点发行市政项目资产支持证券的工

作稳步推进，部分商业银行也在积极创新企业资

产证券化的融资产品，资产支持证券的创新与推

广将为重庆开辟一条新的直接融资渠道。（见表

8） 

表 8  2006 年非金融机构融资结构表 

贷款
债券

(含可转债) 股票

2000 295.4 92.4 0 7.6

2001 245.8 96.4 0 3.6

2002 325.6 94.4 4.6 1.0

2003 587.8 99.4 0.0 0.6

2004 564.2 94.2 3.1 2.8

2005 549.9 97.0 3.0 0

2006 678.9 92.9 7.1 0

融资量

(亿元人民币)

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重庆证监局 

 

2. 货币市场交易活跃，资金呈现净融入 

2006 年，受资本市场恢复 IPO 新股发行及央

行连续出台多项紧缩性货币政策的综合影响，银

行间市场流动性有所收紧，市场对短期资金需求

量增大，推动市场交易量快速增长，但各类交易

品种呈现分化。其中，债券回购交易增长较快，

而同业拆借则由于网下拆借成员中的信托公司资

金面紧张状况改善，交易量持续萎缩。2006 年，

重庆市金融机构从银行间市场净融入资金量同比

增长 20.1%，较好地满足了金融机构对短期资金

的需要。 

3.股票市场成交活跃，债券交易稳中有升 

由于股票市场整体交易活跃，2006 年重庆市

证券经营机构代理证券交易额同比增长了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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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债券交易稳步增长，全年债券现券买卖累计

成交同比增长 20.0%。此外，受股市以及基金、

理财产品等对债市资金分流加大的影响，全年重

庆各商业银行记账式国债柜台交易量同比下降了

28.5%。 

4.外汇市场运行平稳，黄金市场交易剧增 

受购汇需求的数量和方式变化影响，2006 年

重庆市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量有所下降，各币种

交易量累计折合 21525 万美元，同比下降 27.2%。

在国际金价持续上涨拉动下，2006 年重庆市纸黄

金和实物黄金交易量分别为上年的 39 倍和 6 倍，

尤其是纸黄金业务以其方便快捷、成本低廉的交

易方式受到市场追捧。 

5.民间借贷活跃，利率水平基本正常 

监测表明，重庆市民间借贷较为活跃，一定

程度上补充了银行贷款的不足。借贷需求地区分

布明显，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企业资金需求量较大，

而欠发达地区个人借贷发生更为频繁。企业借贷

资金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个人主要用于购建

房屋和经商。企业借贷加权平均利率约为同期贷

款利率的 1.5 倍，个人借贷利率略低于同期贷款

利率。 

（五）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 

2006 年，在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及各有关部

门的积极推动下，重庆市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取得

新进展：重庆市政府积极改善金融发展的市场环

境，以财政贴息等方式支持发展再就业小额贷款、

助学贷款等公益性信贷业务，积极推动国有企业

加快改革步伐，处置国有企业不良债务，并协调

解决银行卡费率纷争问题。为营造良好的司法环

境，市高院和市检察院分别开展了规范司法行为

和执法行为的专项整改活动；为提高金融案件的

审理和执行效率，重庆渝中区人民法院出台了《进

一步加强金融案件审理和执行工作若干意见》；重

庆仲裁委员会还积极筹建重庆金融仲裁院。为有

效普及金融知识，中国人民银行在重庆举办了全

国金融知识展览，全市各金融机构积极开展征信

知识宣传，有关部门将征信教育纳入高校基础教

育范畴，全社会共同推进信用环境建设的氛围初

步形成。 

二、经济运行情况 

2006 年，重庆经济延续了“十五”期间平稳

较快的发展态势，地区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为 3486.2 亿

元、2451.8 亿元和 1403.6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2.2%、24.9%和 15.4%，增幅均高于上年同期水

平，重庆“十一五”开局良好。（见图 5） 

 

图 5  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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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重庆统计年鉴 2006、重庆统计月报（2006） 
 

（一）需求增长加快，结构继续优化 

2006 年，重庆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所回

升，消费需求增长进一步加快，进出口稳步增长，

共同推动重庆市经济快速增长。 

1.投资增速有所回升，投资结构调整加快 

2006 年，重庆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较上年有

所回升。基础设施、工业、房地产开发是投资增

长的主动力，其中工业投资连续三年增速在 30%

以上，成为投资增长新的亮点。工业投资高速增

长主要得益于 2004 年以来的新型工业化建设，市

场对主要工业品需求加速增长也推动了工业投资

增长。分投资主体看，随着积极财政政策逐步淡

出，非国有投资继续领先于国有投资。此外，据

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企业景气调查显

示，由于企业销售形势好转，产成品增长明显放

缓，加之原材料出现负增长，导致企业存货增长

趋缓。（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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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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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重庆统计年鉴 2006、重庆统计月报（2006） 

 

2.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消费需求加速提升 

由于经济增长、就业增加以及国家调整职工

工资政策的落实，2006 年重庆市居民收入保持了

稳定增长，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居民储

蓄问卷调查显示，居民收入感受指数和未来收入

信心指数均创 8 年来新高。在居民收入持续增长

和收入信心提高推动下，2006 年重庆市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增速创重庆“直辖”以来新高。除食

品和服装消费外，金银珠宝、体育用品、石油制

品、建筑及装潢材料等消费增长加快，居民消费

升级提速。从消费的地区看，2006 年城市居民消

费增长继续快于县及县以下地区居民消费增长，

农村消费亟待启动。（见图 7） 

 

图 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其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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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重庆统计年鉴 2006、重庆统计月报（2006） 

 

3.外贸形势继续向好，利用外资大幅增长 

由于主要工业行业产销两旺，对机电产品、

铁矿石等进口需求加大，2006 年重庆市进口需求

增长加快，而出口在机电产品、矿产品等出口快

速增长拉动下，增长进一步加快，全市贸易顺差

创历史新高。2006 年重庆市新批外商直接投资项

目同比下降，但合同利用外资和实际利用外资金

额增长加快，除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外，外商投资

还逐步向金融、水电气供应和公共设施管理等领

域拓展，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见图 8、图 9） 

图 8  外贸进出口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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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外商直接投资及其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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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财政收入增长较快，支出结构不断优化 

2006 年，重庆市预算内财政收入继续保持较

快增长，其中，一般性财政收入在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加快和工商服务业快速发展作用下保持较快

增长，而受土地转让进度放缓影响,基金和非税收

入增幅有所回落。支出方面，2006 年重庆市财政

支出进一步向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倾斜，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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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支出、社会保障补助支出、教育支出、企业

挖潜改造支出增长明显加快，推动重庆市预算内

财政支出大幅增长。由于支出增长快于收入增长，

2006 年重庆市预算内财政收支差额有所扩大。

（见图 10） 

图 10  财政收支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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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重庆统计年鉴 2006、重庆统计月报（2006） 

 

（二）三大产业协调发展，结构调整

取得新成效 

2006 年，重庆市二、三产业增加值在 GDP

中的占比以及就业人员在全部就业人员中的占比

进一步提高。由于投入增长加快，三次产业劳动

生产率均明显提高。 

1.农业产出受旱灾影响同比下降，农业基础

设施建设亟待加强 

2006 年，重庆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特大干旱，

给农业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全年粮食减产近

两成，经济作物、畜牧及水产品产量也受到不同

程度影响。尽管目前重庆农村经济形势已基本稳

定，但大灾之年所凸显出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严

重滞后以及由此导致的农业抗灾能力不足等问题

亟需引起关注。为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新农村建

设的支持，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出台了

《金融支持重庆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指导意

见》，相关金融机构也推出了各自的金融支农服务

计划，积极开展金融支农产品创新，取得了初步

成效。 

2.工业产出增长较快，企业经济效益较好 

2006 年，重庆市工业产出增长加快。推动工

业生产增长加快的主要原因是支柱产业汽车摩托

车业市场需求加大，产量大幅增长，此外钢材、

铝材、天然气等主要工业品增长也明显加快。伴

随产出增长加快，工业产销衔接也保持了较高水

平，推动企业利润增长。2006 年重庆市规模以上

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创重庆“直辖”以来新高。

（见图 11） 

图 11  工业增加值及其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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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服务业发展加快，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增强 

2006 年，重庆市服务业增加值的增幅不仅高

于上年水平，也高于同期地区生产总值增幅。分

行业看，在交通运输、邮电通信、批发零售、餐

饮等传统服务业稳步发展的同时，房地产、金融、

旅游、现代物流、非义务教育、文化产业等现代

服务业发展加快，促进了重庆市服务性消费增长。

2006 年重庆城市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已占到消

费性支出的近 1/3。随着居民对服务产品需求将

持续增长，服务业对消费增长的推动作用必将进

一步增强。 

（三）节能降耗取得新进展，环境治

理和生态建设成效初显 

2006 年，重庆市积极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

实施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取得了初步成效，万元 GDP 能耗和万元工业增加

值能耗分别下降 3.5%和 5%。主城区空气质量持续

改善，提前实现年度“蓝天行动”目标。耕地保

护成效明显，初步遏止了耕地保有量减少的势头。

退耕还林和森林保护工作顺利推进，年末森林覆

盖率达 30%以上。循环经济发展加快，全年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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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煤灰利用率为 82%，煤矸石利用率为 72%。污染

治理工作成效显著，主要污水治理项目基本完成，

污染企业搬迁任务完成良好。 

（四）消费物价持续上涨，生产价格

涨幅加大 

受全国粮油供求波动、特大旱灾以及公共服

务品价格调整等多重因素影响，2006 年重庆市各

类价格指数持续走高，物价上涨压力加大。 

1.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压力有所加大 

2006 年重庆市居民消费价格全年涨幅为

2.4%，较上年提高 1.6 个百分点，从 5 月份起，

重庆居民消费价格连续六个月涨幅居全国首位。

重庆居民消费价格上涨主要是受食品、服务和居

住价格走高影响。2006 年重庆遭遇了百年不遇的

大旱，农副产品供给锐减，加之全国粮油供求偏

紧，导致食品涨幅加大，同时各项服务价格在政

府调价因素作用下增长较快，居住价格受房地产

价格上涨影响，涨幅也明显提高，共同推动 CPI

走高。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居民储蓄问

卷调查显示，认为“物价偏高，难以接受”的居

民占比已连续三个季度呈增长态势。 

2.生产价格持续走高 

2006 年，重庆市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

价格指数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从 5 月份起持续

走高，年末二者涨幅分别高于上年同期水平 2.0

和 2.2 个百分点。投资、出口和工业生产增长加

快导致原材料、能源供求缺口加大，旱灾进一步

加剧了这种趋势，推动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

价格大幅上涨。此外，政府上调水电气价格也是

原材料、燃料、动力价格上涨的重要原因。受此

影响，企业成本增长加快，推动工业品出厂价格

同步上涨。（见图 12） 

3.平均劳动报酬上涨较快 

2006 年，随着公务员薪酬改革实施和工业

企业效益好转，重庆市平均工资水平上涨较快，

全年平均劳动报酬增长 16.8%。2006 年，重庆市

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幅度为80元—110元。

企业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金进一步提高，对低收入阶层的财政转移支付

力度也有所增强。 

 

 

 

图 12  居民消费价格和生产者价格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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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行业发展势头良好 

 1.房地产市场和房地产金融平稳运行 

2006 年，重庆市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各项房地

产市场宏观调控政策，房地产开发投资和房价涨

幅双双回落，房地产市场总体运行平稳，但市场

潜在的供求失衡风险值得关注。重庆银行业保持

了对房地产业的支持力度，但房地产业融资过度

依赖银行贷款的现象需引起关注。 

（1）房地产市场供需缺口有所扩大 

2006 年，重庆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增幅较上年

有所回落，但投资规模仍较大。在投资增长推动

下，商品房供给增长较快，全年重庆市主城区商

品房批准预售面积增速为商品房实际登记销售面

积增速的 1.5 倍，供需缺口有所扩大。年末，重

庆市空置 1年及以上的商品房面积大幅增长。由

于目前新开工面积和施工面积增长仍较快，商品

房供给存在进一步加快的可能，而居民持币待购

趋势有所抬头，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居

民储蓄问卷调查显示，有购房意愿的居民占比已

连续两个季度下降，重庆市房地产市场潜在的供

求失衡风险需引起关注。（见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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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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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房地产价格涨幅回落 

受国家稳定住房价格、调整住房结构政策影

响，2006 年重庆商品房市场需求结构出现积极变

化，中小户型、中低价位商品房需求比例提高，

使得商品房销售价格涨幅明显回落，进而影响到

二手房交易价格和房屋租赁价格。国家对二手房

交易环节税收政策的调整，进一步增大了二手房

交易价格和房屋租赁价格的下行压力。由于 2006

年重庆土地交易市场交易地块以中低等级为主，

导致土地交易价格涨幅回落。（见图 14） 

图 14  重庆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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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重庆市统计局 

 

（3）银行贷款在房地产融资中占比提高 

受利用外资、企业自筹资金、定金及预付款

等资金来源增长大幅回落影响，2006 年重庆市房

地产开发资金来源增长明显放缓，但银行贷款增

长平稳。其中，房地产业贷款增长 18.7%，商业

性个人住房贷款增长 25.7%，银行贷款在房地产

融资中占比不断提高。房地产业融资过度依赖银

行贷款反映出该行业融资渠道单一，可能加大银

行业系统性风险。 

2.汽车行业发展加快 

重庆是我国重要汽车工业基地，拥有从微车、

轿车、客车到重型卡车在内较完备的车型、品牌

体系和较齐全的零部件配套体系。 

2006 年，重庆汽车业产出增长加快，汽车产

量同比增长 23.3%，其中轿车产量增长 71.5%，均

较上年水平明显提高。推动汽车产出增长加快的

主要原因是重庆汽车行业加大了产品结构调整力

度，市场需求增大。此外，国家出台一系列鼓励

小排量汽车发展的政策也推动了重庆微车和轻型

轿车产出增长。总体上看，主要汽车企业在自主

创新、产能扩张、项目推进和资产重组等方面进

展顺利，重庆汽车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但汽

车行业核心竞争力不强、缺乏完整的研发体系、

零部件行业散乱小等问题仍较为突出。 

汽车行业一直是重庆金融业支持的重点，除

满足企业在流动资金、技术改造等资金需求外，

金融业还积极支持企业的兼并重组、产能扩张、

产品研发等，为企业提供了包括出口信贷、保险、

汇率风险规避等各类金融服务。2006 年，重庆长

安汽车还获得了 10 亿元短期融资券发行额度，全

部资金均用于新产品开发配套流动资金，降低了

企业财务成本，增强了企业资金实力。 

三、预测与展望 

按照中央和重庆市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结

合“十一五”规划发展目标，并参考统计预测模

型预测结果，初步预计 2007 年重庆市 GDP 增长

10%，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在 3%以内。 

从经济增长看，目前重庆经济仍运行于本轮

经济周期扩张期，经济周期自身内在的持续性和

稳定性将支撑经济快速增长。在重庆经济三大推

动力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投资和消费。从投资需求

看，随着国家一系列加强土地和信贷调控的政策

出台以及对新开工项目的从严控制，重庆新开工

项目计划总投资数已明显下降，但由于银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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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充足、企业经济效益提高、工业化以及新

农村建设启动等一系列因素，企业投资意愿仍较

强。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对重庆 166 户

重点工业企业调查显示，企业土建投资意愿有增

强的趋势。总体上看，投资需求有望继续保持稳

定增长。从消费需求看，2007 年消费需求保持较

快增长的有利因素较多。重庆市调高在岗职工工

资标准和最低收入保障标准，将有助于改善居民

的消费预期。此外，公共财政制度、分配制度和

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完善，也为消费需求增长创

造了良好环境。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四

季度居民储蓄问卷调查显示，居民消费意愿较去

年同期明显提高。但 2007 年重庆市消费增长也面

临一些不利因素：住房消费对相关消费的带动作

用可能减弱，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改善

程度与人民群众的期望值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

此外农民增收难度也进一步加大。预计 2007 年消

费增长将稳中有升。 

从物价上看，2007 年重庆物价上涨的压力依

旧存在：一是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加快推进对

PPI、CPI 的拉动作用将进一步显现；二是国家将

继续加大对企业环境保护、职工劳动保障、安全

生产等方面的要求，企业在治理污染、劳动保障、

安全生产、职工工资等方面的成本会相应增加；

三是粮食减产，加之工业生产对农产品需求可能

进一步增大，粮价存在进一步上涨的动力；四是

土地转让价格将进一步上涨，可能带动房地产价

格上涨；五是货币信贷的快速增长也会带来一定

的通货膨胀压力。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

四季度居民储蓄问卷调查显示，预期“物价上升”

的居民占比创历史新高，居民对未来物价预期不

乐观。 

2007 年，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将按

照总行的统一部署，继续传导稳健的货币政策，

确保货币信贷总量稳定增长；进一步完善和推广

小额信贷政策，加大对“三农”、中小企业、下岗

失业人员、贫困学生等社会弱势群体和经济薄弱

环节的支持力度，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继续深化

金融改革，推动利率市场化进程，疏通货币政策

传导机制；鼓励金融创新，大力发展直接融资，

不断优化投融资结构。根据 2007 年全国货币信贷

调控目标，结合重庆经济发展实际，初步预计

2007年重庆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新增800亿元

左右，增长 14.5%，贷款新增 650 亿元左右，增

长 15.5%。

 

 
 
总  纂：杨国中、白鹤祥 
统  稿：王江渝、简锦恩、卢晓芸 
执  笔：古旻、张赶、李滔、江泓洁、胡晓鹏、王红、岑露 
提供材料的还有：白皓、吴雪君、杨运哲、胡国正、阳丽娟、刘松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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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重庆市经济金融大事记 

3月27日，小额支付系统在重庆成功推广运行。 

5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与重庆市人民政府农村工作办公室联合举行“金融支持重

庆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合作计划签约仪式，会上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承诺在“十一五”期间安

排共400亿元贷款支持全市新农村建设。 

5月27日，中国银行卡产业发展高层研讨会在渝召开。 

2006年夏，重庆遭受百年不遇特大干旱，旱灾时间持续之长、极端气温之高、肆虐面积之广、干旱

程度之深、经济损失之重均为历史罕见。 

9月15-21日，由中国人民银行和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金融知识巡展在重庆三峡博物馆举行。 

10月9日，全国最大的政策性担保公司——重庆三峡库区产业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揭牌，注

册资本金为20亿元。 

10月28 -29日，“2006中国(重庆)民营经济发展战略论坛”在渝召开。 

11月1日，渝怀铁路重庆段客运列车开通，给渝东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 

2006年，重庆市15家农村信用联社共计8.11亿元专项中央银行票据顺利兑付，兑付通过率居全国前

列。 

2006年，重庆长安汽车、化医控股、九龙电力等3家企业获得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发行短期融资券的

资格，发行额度为28.1亿元，已实际发行18.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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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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56.6 4920.6 4990.8 5027.0 5070.0 5150.4 5148.4 5241.4 5318.3 5344.6 5424.3 5535.7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2724.6 2763.2 2782.2 2793.8 2795.6 2827.2 2843.7 2873.4 2909.3 2910.0 2935.2 2980.2

                    企业存款 1331.4 1331.1 1387.2 1381.3 1419.7 1445.9 1413.6 1464.7 1496.4 1496.3 1530.9 1584.1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116.7 64.1 70.1 37.0 43.0 80.4 -1.9 93.0 76.9 26.3 79.7 111.4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8.3 18.2 17.4 18.3 18.1 17.5 17.5 17.7 16.6 17.0 16.9 16.7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3686.5 3687.6 3780.2 3786.9 3842.0 3931.6 3939.5 4038.9 4105.8 4100.5 4129.6 4199.2

        其中：短期 1478.2 1479.4 1470.5 1470.4 1486.2 1499.5 1493.4 1522.4 1549.8 1544.0 1535.5 1517.3

                    中长期 1850.8 1862.1 1470.5 1956.9 1999.2 2063.1 2105.0 2150.8 2188.5 2222.6 2257.6 2319.7

                    票据融资 318.0 307.9 341.3 321.2 318.5 332.1 303.8 328.9 330.9 297.8 301.3 325.5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117.9 1.1 92.6 6.7 55.1 9.0 7.8 99.4 66.9 -5.3 29.1 69.5

        其中：短期 15.2 1.2 -8.9 -0.1 15.7 13.3 -6.1 29.1 27.4 -5.8 -8.5 -18.2

                    中长期 71.8 11.4 68.7 26.0 42.3 6.4 41.9 45.8 37.7 34.0 35.0 62.1

                    票据融资 32.4 -10.1 33.4 -20.1 -2.7 13.5 -28.3 25.1 2.0 -33.1 3.5 24.3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21.0 20.3 19.0 17.3 18.1 16.1 18.6 19.3 17.6 16.7 16.5 17.7

        其中：短期 10.6 10.4 6.8 3.4 4.7 4.6 5.3 6.0 4.3 4.4 2.6 2.2

                    中长期 24.5 24.1 25.8 25.7 28.1 27.8 32.1 34.3 33.2 34.9 34.7 32.0

                    票据融资 79.9 73.1 55.9 56.5 39.5 11.1 13.9 7.4 2.4 -13.6 -9.2 14.0

建筑业贷款余额（亿元） 148.2 150.8 150.1 149.9 152.0 151.3 152.4 154.1 154.3 157.6 156.9 148.7

房地产业贷款余额（亿元） 381.6 391.7 413.0 416.7 414.7 431.0 435.8 440.8 458.0 463.1 463.6 479.0

建筑业贷款比年初增长（%） 18.5 20.6 20.0 19.9 21.6 21.0 21.0 23.2 23.4 26.0 25.5 18.9

房地产业贷款比年初增长（%） -5.4 -2.9 2.4 3.3 2.8 6.8 8.0 9.3 13.5 14.8 14.9 18.7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 4800.7 4861.2 4929.6 4963.6 5006.9 5079.3 5081.1 5173.1 5254.7 5280.6 5356.1 5468.0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2691.8 2730.4 2749.3 2760.8 2763.2 2794.6 2811.0 2840.8 2877.3 2878.0 2903.4 2949.1

                    企业存款 1312.8 1311.0 1363.8 1356.2 1394.6 1414.1 1385.7 1435.6 1469.9 1469.2 1499.6 1552.0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118.3 60.6 68.4 34.3 43.3 72.4 2.0 91.9 81.6 25.9 75.6 111.8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145.9 38.7 18.8 11.6 2.4 31.4 16.4 29.8 36.5 0.7 25.4 45.6

                    企业存款 -24.2 -1.8 52.8 -7.6 38.4 19.5 -28.4 50.0 34.3 -0.7 30.4 52.3

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8.79 18.7 17.9 18.6 18.5 17.4 17.7 17.8 16.7 17.2 16.9 16.7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20.75 17.3 17.3 17.5 17.1 16.7 16.3 16.8 16.8 16.5 16.4 15.8

                    企业存款 10.2 14.0 10.9 13.2 15.1 13.8 14.6 16.7 14.6 18.3 17.6 16.1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3627.8 3630.2 3724.5 37.3 3783.9 3875.0 3882.4 3981.9 4048.4 4045.4 4075.8 4143.6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445.0 445.4 453.8 463.0 456.1 471.6 477.8 487.0 495.7 501.2 515.7 526.6

                    票据融资 318.0 307.9 341.2 321.1 318.5 332.1 303.8 328.9 330.9 297.8 301.2 325.5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119.0 2.4 94.4 5.7 53.7 91.1 7.4 99.5 66.5 -3.1 30.4 67.8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30.6 0.3 8.4 9.2 -6.9 15.5 6.2 9.2 8.7 5.5 14.4 10.9

                    票据融资 32.4 -10.2 33.3 -20.1 -2.6 13.5 -28.3 25.1 2.0 -33.1 3.5 24.3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21.5 20.8 19.5 17.9 18.5 19.1 19.0 19.7 17.9 17.2 17.0 18.1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25.7 24.3 24.1 25.3 22.4 23.7 24.3 25.2 24.4 25.0 26.9 27.1

                    票据融资 80.0 73.1 56.0 56.6 39.5 36.5 13.9 7.4 2.4 -13.6 -9.2 14.0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亿美元） 6.9 7.4 7.6 7.9 7.9 8.9 8.4 8.6 8.0 8.1 8.7 8.7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同比增长（%） -10.6 -11.4 -8.1 -3.7 -6.2 9.8 6.7 10.0 13.2 9.7 20.7 23.9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余额（亿美元） 7.3 7.1 6.9 7.1 7.2 7.1 7.2 7.2 7.3 7.0 6.9 7.1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同比增长（%） -5.2 -4.1 -7.5 -7.1 -0.8 -4.3 -2.1 -3.4 0.7 -9.1 -9.7 -3.9

人

民

币

本

外

币

外

币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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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重庆市各类价格指数 

重庆市房屋

销售价格指

数

重庆市房屋

租赁价格指

数

重庆市土地

交易价格指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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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季(年）

同比

当季（年）

同比

当季（年）

同比

2000 - 96.7 - - - - - 98.6 101.8 95.1 100

2001 - 101.7 - - - - - 98.1 101.4 95.4 100.9

2002 - 99.6 - - - 99.1 - 97.6 102.1 97.5 101.7

2003 - 100.6 - - - 104.9 - 100.6 106.1 100.3 115.1

2004 - 103.7 - - - 112.9 - 103.9 110.3 104.5 109.7

2005 - 100.8 - - - 108.2 - 103.0

2006 - 102.4 - - - -

2005 1 102.6 102.6 - - 112.2 - 103.8 -

2 102.9 102.8 - - 110.3 - 103.6 -

3 102.0 102.5 - - 111.3 - 103.6 - 107.8 104.1 104.6

4 101.0 102.1 - - 109.6 - 103.5 - - - -

5 100.7 101.8 - - 109.9 - 104.0 - - - -

6 100.4 101.6 - - 109.3 - 103.8 - 107.6 105.1 100.4

7 100.6 101.5 - - 108.1 - 103.5 - - - -

8 100.4 101.3 - - 107.6 - 103.1 - - - -

9 98.7 101.0 - - 106.3 - 102.2 - 106.9 101.7 100.8

10 99.4 100.9 - - 105.4 - 102.0 - - - -

11 100.4 100.8 - - 104.8 - 101.8 - - - -

12 100.2 100.8 - - 103.9 108.2 101.5 103.0 106.5 103.3 105.7

2006 1 102.7 102.7 - - 103.6 - 101.3 - - - -

2 101.7 102.2 - - 104.1 - 101.3 - - - -

3 101.8 102.1 - - 103.6 - 101.2 - 103.5 101.1 101.2

4 102.1 102.1 - - 103.1 - 100.7 - - - -

5 102.8 102.2 - - 104.4 - 101.1 - - - -

6 101.9 102.2 - - 104.4 - 101.7 - 102.7 103.2 100.0

7 102.1 102.2 - - 104.7 - 102.1 - - - -

8 102.4 102.2 - - 105.3 - 102.6 - - - -

9 103.4 102.3 - - 106.2 - 103.2 - 102.1 100.6 101.6

10 103.5 102.5 - - 106.3 - 103.5 - - - -

11 102.0 102.4 - - 106.5 - 104.2 - - - -

12 102.0 102.4 - - 105.9 - 103.7 - - - -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农业生产资料

价格指数
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 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

 

数据来源：《重庆统计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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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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697.2 - - 1468.1 - - 2320.6 - - 3486.2

    第一产业 - - 48.3 - - 129.4 - - 279.0 - - 428.5

    第二产业 - - 322.7 - - 683.7 - - 1002.9 - - 1500.1

    第三产业 - - 326.2 - - 655.0 - - 1038.7 - - 1557.6

工业增加值（亿元） 57.7 114.8 175.8 245.3 310.0 384.0 450.2 518.3 590.4 665.6 756.1 845.4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 160.9 302.1 442.7 584.6 794.5 952.4 1131.3 1330.7 1531.1 1807.0 2291.5

    房地产开发投资 - 55.4 100.9 146.7 188.60 239.2 282.3 333.6 384.9 427.0 491.9 629.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
240.0 348.7 456.7 575.2 687.2 796.0 907.8 1022.4 1151.4 1273.5 1403.6

外贸进出口总额（万美元） 34175 69203 118440 166548 210648 261739 309260 359068 408859 449862 496859 547058

    进口 12594 28682 49485 69471 84004 104911 123481 141756 162569 175853 192915 211866

    出口 21581 40521 68955 97077 126644 156828 185779 217312 246290 274009 303944 335192

进出口差额(出口 — 进口） 8987 11839 19470 27606 42640 51917 62298 75556 83721 98156 111029 123326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万美元）
1332 4862 9155 13801 15090 23898 30138 37780 47497 50513 58207 69595

地方财政收支差额（亿元） 0.0 -5.9 -18.8 -23.1 -31.6 -49.3 -59.7 -74.3 -99.8 -114.7 -147.9 -278.9

    地方财政收入 26.5 43.5 64.9 98.3 122.7 154.6 180.6 202.4 226.1 253.8 280.8 317.7

    地方财政支出 26.5 49.4 83.7 121.4 154.3 203.9 240.3 276.7 325.9 368.5 428.7 596.6

城镇登记失业率 （%）（季

度）
- -

4.2
- -

4.1
- -

4.1
- -

4.1

地区生产总值 - - 12.6 - - 12.6 - - 11.8 - - 12.2

    第一产业 - - 4.0 - - 3.5 - - -7.5 - - -5

    第二产业 - - 15.3 - - 16.1 - - 16.4 - - 16.8

    第三产业 - - 11.6 - - 11.2 - - 13.9 - - 13.8

工业增加值 25.4 23.1 20.2 20.5 19.9 19.9 19.6 19.6 19.8 19.5 20.0 20.6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 16.1 19.9 23.6 24.8 25.7 26.3 27.7 27.8 28.0 25.1 25.3

    房地产开发投资 - 15.0 25.4 28.8 30.0 26.4 24.9 25.7 25.2 25.5 20.0 21.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15.0 14.7 14.5 14.7 14.9 14.9 15.0 15.2 15.3 15.4 15.4

外贸进出口总额 33.2 33.5 40.7 29.1 31.2 30.1 29.5 31.5 30.7 29.6 28.0 27.4

    进口 24.6 48.3 52.6 33.1 32.5 33.1 31.6 33.1 30.3 25.3 21.9 19.5

    出口 38.9 24.7 40.7 26.5 30.4 28.2 28.1 30.5 31.0 32.4 32.2 33.0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 25.1 22.0 27.7 32.2 13 13.1 18.7 22.5 23.9 26.3 25.7 34.9

地方财政收入 10.4 14.2 21.4 26.2 21.4 25.9 26.8 28.6 28.7 28.0 25.1 23.7

地方财政支出 36.3 18.1 16.1 19.5 18.4 21.5 23.3 21.5 21.5 22.2 23.3 24.4

绝对值 （自年初累计）

同比累计增长率 （%）

 

数据来源：《重庆统计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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