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2023年上半年重
庆市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
会举行。上半年，重庆经济运

行有哪些特征？消费、投资等领域情况
如何？

重庆市统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
杨弘毅，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
队副总队长李涛明在发布会
上进行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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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运行保持恢复态势
主要呈现五大特征

杨弘毅表示，今年以来，随着经济社会全面恢复
常态化运行，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政策效应逐步
显现，生产供给持续增加，市场需求逐步恢复，就业
物价总体平稳，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发展质量继续提
高，全市经济运行保持恢复态势。主要呈现五大运
行特征：

一是生产领域持续稳固，发展能级进一步提
升。分产业看，全市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4.5%，对
经济增长贡献率为5.3%，拉动经济增长0.2个百分
点。第二产业增长 4.0%，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
34.4%，拉动经济增长1.6个百分点，其中，工业生产
总体平稳，增加值增长3.3%，建筑业实现平稳较快
发展，增加值增长 5.8%。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
5.0%，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0.3%，拉动经济增长
2.8个百分点，其中，商贸经济延续复苏态势，批发和
零售业增加值增长7.8%，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增长
7.9%。

二是需求领域逐步恢复，发展动力进一步增
强。扩大内需各项政策措施落地生效，消费市场加
快恢复。上半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
长6.2%，比一季度提高1.5个百分点。投资持续增
长，重点领域投资增长较快，有效发挥优化供给结构
作用。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4%，其中基础设施
和工业投资分别增长9.7%和8.8%。

三是新兴动能成长集聚，发展潜力进一步显
现。新产品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服务机器人、智能
手表、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1.4倍、54.0%和
22.8%。现代服务业引领能力不断增强，以信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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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恢复
稳定，1-5月，3个行业门类合计拉动规上服务业
营业收入增长2.6个百分点。网络消费增长加
快，全市限额以上批零单位通过互联网实现的商
品零售额同比增长30.8%，比一季度加快15.9个
百分点。

四是要素保障稳定有力，发展基础进一步
巩固。能源供给能力不断提升，上半年，全市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发电量同比增长14.1%，较一
季度提高6.7个百分点。交通运输企稳回升，
全社会营业性货运量6.69亿吨，超过2019年
同期水平。

五是就业民生总体稳定，发展成果进一
步共享。上半年，全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
值为5.5%，比一季度下降0.1个百分点。居
民收入持续提升，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19920元，增长5.3%，城乡收入比由上
年同期的2.51下降为2.45。

“总体来看，今年以来，全市经济逐
步摆脱疫情影响，向常态化运行轨道
回归，呈现回升趋稳态势，一季度实
现良好开局，二季度延续恢复态
势。下阶段，全市要进一步保持战
略定力，不断增强发展信心，在转
方式、调结构、增动能上下更大
功夫，努力推动经济运行实现
持续性整体好转，进一步推
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
破。”杨弘毅说。

上半年重庆经济运行有何特征？消费恢复态势如何？

经济运行回升趋稳
各领域显现积极变化

数据显示，上半年，重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7398.43亿元，同比增长6.2%，比一季度提高
1.5个百分点。

消费市场表现如何？下阶段消费能否继续
延续恢复态势？“今年以来，随着经济社会全面恢
复常态化运行，各种促消费政策落地显现，线下
消费加速回补，消费市场总体延续了恢复态势。”
杨弘毅说，上半年，重庆消费市场有四大支撑。

一是住宿餐饮消费快速恢复。上半年，全市
餐饮收入同比增长16.7%，分别比一季度、去年
全年提高1.4、18.6个百分点；限额以上住宿业客
房收入增长23.4%，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

二是网络消费增长加快。上半年，全市限
额以上批零单位通过互联网实现的商品零售
额同比增长30.8%，比一季度加快15.9个百分
点；限额以上住餐单位通过互联网实现的餐饮
收入增长26.4%，线上消费对市场销售增长的
贡献稳步提升。

三是居民服务消费稳定恢复。文化市场回
暖明显，1-5月，全市规模以上电影放映、文艺
创作与表演、会议会展服务营业收入同比分别
增长16.1%、15.9%、3.1倍。旅游市场恢复显
著，规模以上游览景区管理、旅行社及相关服务
等行业营业收入分别增长70.8%、2.2倍。

四是居民出行意愿强烈。客运板块全面回
暖，上半年全市营业性客运量达1.47亿人，同比增
长25.4%，比一季度加快15.0个百分点。铁路、航
空等中远距离出行增长迅猛，客运量同比分别增
长71.2%、90.9%。受三峡游、两江游等热门水上
旅游线路带动，水路运输客运量增长1.2倍。

“以上特征表明，我市消费规模扩大、消费
结构升级、消费模式创新的良好态势仍在持
续。下半年，随着国内宏观调控政策持续发力，
市场信心不断提升，消费环境持续改善，不断创
新拓展消费场景，消费市场有望延续回升向好
态势。但也要看到，目前消费恢复基础仍需继
续巩固，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仍有较大提
升空间。”杨弘毅建议，下阶段，要进一步释放消
费潜力，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增强居民消费
意愿，促进全市消费市场恢复向好。

投资结构持续优化
民生领域投资加快聚力

投资是扩大内需的重要领域，今年以来，全
市上下抢抓重大项目开工建设进度，积极扩大有

效投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持续发力，制造业
投资企稳回升，固定资产投资继续保持

增长。
其中又有哪些特点？杨弘毅

说，今年上半年，重庆投资亮点主要
有四点。

一是大项目支撑有力。上半年，全市亿元以上
建设项目投资同比增长15.8%，比1-5月加快1.2
个百分点，占全市投资比重60.0%。10亿元以上建
设项目投资增长21.9%，其中，10亿元以上工业项
目和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分别增长12.3%和17.4%。

二是基础设施持续发力。今年以来，一批高
速、轨道、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持续放
量，成为全市投资增长的“压舱石”。上半年，基础
设施项目投资同比增长9.7%，其中，铁路运输投资
增长41.2%，轨道投资增长51.5%，水利投资增长
21.6%。

三是制造业投资稳定加力。今年以来，全市
综合统筹各类要素保障，针对制造业企业出台了
多项惠企减负增收政策，有力推动了投资项目建
设进度。上半年，全市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7.6%，
比1-5月加快1.2个百分点。其中，汽车制造业增
长33.2%，拉动制造业投资增长4.7个百分点。

四是民生领域投资加快聚力。上半年，全市
各地加快民生建设，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全市社会
领域投资同比增长14.6%，比1-5月加快0.5个百
分点；占全市投资比重6.3%，较去年同期提高0.7
个百分点，拉动全市投资增长0.8个百分点。其中
教育投资增长12.1%，社会工作投资增长24.7%，
文化艺术投资增长22.5%，广播电视电影和录音
制作业增长26.9%。

“总体来看，今年以来，受房地产市场调整的影
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所放缓，但投资结构持续
优化，对未来发展的支撑作用在稳步提升。”杨弘毅
介绍，上半年扣除房地产项目，全市建设项目投资
完成额同比增长11.9%，新入库项目计划总投资增
长17.1%，投资稳增长基础仍然较好。

稳定农产品供应和物价
“双管齐下”

确保农产品供应和物价稳定，是民生领域的
两件大事。

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副总队长李涛明
表示，上半年我市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
手，推进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产业链发展，推动重
要农产品生产供给持续增加，为确保物价稳定
奠定了坚实基础。

比如，我市通过推动各项助农惠农政策
措施高效推进，保障了粮食生产稳定，同时油
菜、蔬菜、生猪等产量均保持增长；特色经济
作物方面，水果、茶叶、中药材等亦保持增
长，确保了市场物价平稳。

“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当前‘保供’
‘稳价’还存在三方面不确定因素。”李涛
明表示，其一是强对流极端天气多发，
区域性暴雨天气将影响农业生产；其二
是生猪生产者价格走低，加上饲料成
本高位运行，将影响畜牧业生产稳
定；其三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持续
阶段性低位运行，反映出市民的
消费心理、消费能力等还需恢
复。下半年，我市仍要加大宏
观调控，稳定农产品供应和
物价“双管齐下”。

据上游新闻

促消费政策落地显现
消费市场有望延续向好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