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重庆两江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

重庆两江新区经济运行局

2021 年，两江新区深学笃用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贯彻市

委、市政府决策部署，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

和安全，全力抓好“两高两区”十大工程，扎实推进产业功能区、

“链长制”，着力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发展态势进一

步巩固，经济韧性与活力持续增强，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

一、综合

初步核算，新区全年地区生产总值 4206.94 亿元，比上年增

长 9.8%。按产业分，第一产业增加值 22.18 亿元，增长 3.4%；

第二产业增加值 1382.73 亿元，增长 11.1%；第三产业增加值

2802.03 亿元，增长 9.2%。三次产业结构比为 0.5:32.9:66.6。直

管区地区生产总值 2270.79 亿元，占全域的 54%，按可比价计算，

增长 11.8%;其中一、二、三次产业实现增加值 19.97 亿元、981.8

亿元、1269.03 亿元，分别增长 3.4%、14.9%、9.5%。三次产业结

构比为 0.9:43.2: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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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16－2021 年两江新区三次产业结构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逆势成长。全年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

兴制造业产值比上年增长 28.1%，高技术制造业产值增长 21.5%，

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比重分别为 42.5%和 43.4%。高端装备制

造业、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产业、新材料产业、新一代信息技

术产业分别增长 144.8%、96.1%、41.9%、37.1%和 23.4%。全年

高技术制造业投资比上年增长 2.4%，占工业投资的比重为 62.4%。

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企业实现网上商品零售额比上年增长 53.2%，

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39.7个百分点。新增市场主体6.46

万户，年末市场主体总数 26.27 万户。

区域协同发展走深走实。全面落实双城经济圈建设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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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全市“一区两群”协调发展安排部署。携手天府新区加快打造

内陆开放门户，8 大产业旗舰联盟集聚企业近 400 家，共建国家

软件产业地标、共设新经济创新发展基金、共办重大展会等一批

合作扎实推进。加强与毗邻和沿江地区战略合作，加强与宜宾合

作，签署新能源汽车产业协同发展合作协议，共同打造新能源汽

车产业创新联合体，共建首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合作示

范园区”。深化与广安合作，与川渝高竹新区开展产业链配套协

同，推动与邻水县共建无水港。对口万州共谋协同发展。对口协

同帮扶资金 5487 万元，追加拨付 1300 万元设立“产业协同资

金池”支持万州产业发展，采购帮销农产品 4000 余万元。设立

数字经济产业园万州分园等 5 大合作载体，帮助招商引资 3.5 亿

元，落地企业 10 多家。

二、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工业增加值 1149.78 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

长 12.8%；其中：直管区工业增加值 805.48亿元，占全域的 70.1%，

增长 16.1%。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5576.01 亿元，增长 19.0%；

其中：直管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4354.45 亿元，增长 21.5%。

按轻重工业分：轻工业实现产值 416.22 亿元，增长 8.6%，

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的 7.5%；重工业 5159.78 亿元，增长 20.0%，

占 92.5%。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国有企业实现产值 132.59 亿元，增长

14.7%，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的 2.4%；私营企业 1182.2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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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15.7%，占 21.2%；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199.02亿元，增长 26.3%，

占 3.6%；外商投资企业 1802.08 亿元，增长 11.8%，占 32.3%。

按产业分：汽车产业实现产值 2036.86 亿元，增长 16.6%，

占规模以上工业的 36.5%；电子产业 2534.97 亿元，增长 21.0%，

占 45.5%；装备制造业 405.91 亿元，增长 30.3%，占 7.3%；生物

医药 85.24 亿元，增长 5.3%，占比 1.5%。

表 1 2021 年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及其增长速度

产品名称 单 位 产 量 比上年增长（%）

汽车 万 辆 121.87 20.9

#轿车 万 辆 30.64 10.3

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 万 辆 83.33 30.7

新能源汽车 辆 56437 137.5

微型计算机 万台 3072.66 13.7

液晶显示屏 万片 31369.72 30.3

工业机器人 套 1987 26.1

摩托车整车 万 辆 57.65 -45.5

发动机 万千瓦 1.79 4.1

#汽车发动机 万千瓦 1.55 4.7

橡胶轮胎外胎 万 条 516.28 6.4

家用电冰箱 万 台 156.21 5.1

房间空气调节器 万 台 389.04 25.4

家用洗衣机 万 台 560.49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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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燃气热水器 万 台 395.05 23.1

化学药品原药 吨 526.33 31.0

啤 酒 万千升 31.17 34.6

工业自动调节仪表与控制系统 万台（套） 130.44 20.4

光学仪器 万台（个） 1.59 57.4

光电子器件 亿 只 22.89 32.5

电子元件 万 只 2.75 -14.6

商品混凝土 万立方米 1257.46 -5.2

服 装 万 件 180.30 -0.7

软饮料 万 吨 69.09 15.6

智能手机 万 台 6013.55 50.4

智能手表 万 台 1373.13 16.0

工业仪表 台（个） 814.58 12.7

印制电路板 平方米 24.40 28.6

集成电路 万块 44.41 13.6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687 个，增长 1.5%，亏损企业 151

个，占比 22%。资产增长 13.6%，负债增长 16%，营业收入增长

20.7%，营业成本增长 18.8%，利税总额增长 56.6%，税金总额增

长 32.9%，用工人数增长 1.4%。

全年建筑业增加值 232.94 亿元，比上年增长 3.6%。全区入

统的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企业 393 家，建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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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产值 1218.97 亿元，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6486.53 万平方米，房

屋建筑竣工面积 1592.92 万平方米，竣工房屋价值 209.96 亿元。

直管区建筑业增加值 176.31 亿元，比上年增长 8.9%。

三、服务业

全年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 452.79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1%；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 181.43 亿元，增长 8.2%；住宿

和餐饮业增加值 70.48 亿元，增长 11.3%；金融业增加值 691.03

亿元，增长 3.9%；房地产业增加值 356.2 亿元，增长 9.2%；其他

服务业增加值 1049.82 亿元，增长 12.6%。全年规模以上服务业

企业营业收入 2033.0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5.5%。

全年空港货物吞吐量 47.7 万吨，增长 16%。机场旅客吞吐

量 3576.6 万人次，增长 2.4%，港口集装箱吞吐量 92.7 万标准箱，

增长 23.2%。

四、国内贸易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91.99亿元，比上年增长 13.5%。

直管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96.94 亿元，比上年增长 19.7%。商

品销售额 8115.78 亿元，增长 20.9%，其中直管区 3062.20 亿元，

增长 20.2%。住宿和餐饮业营业额 275.16 亿元，增长 21.1%，其

中直管区 79.13 亿元，增长 22.9%。

在限额以上法人企业商品零售额中，粮油、食品类比上年下

降 10.3%，饮料类下降 29.2%，烟酒类增长 20.4%，服装、鞋帽、

针纺织品类增长 5.1%，化妆品类增长 14.4%，金银珠宝类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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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日用品类下降 5.4%，中西药品类增长 10.6%，文化办公

用品类增长 20.9%，通讯器材类增长 10.9%，石油及制品类增长

36%，汽车类增长 15.6%。

五、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上年增长 1.6%。其中，基础设施

建设投资增长 10.0%；民间投资增长 2.6%。直管区固定资产投资

总额比上年增长 5.1%。

表 2 2021 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

指标名称 比上年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1.6

#基础设施投资 10.0

按构成分

建筑安装工程 7.4

按产业分

第二产业 4.5

#工 业 4.5

#工业技改 13.0

第三产业 1.0

#房地产业 -4.6

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 1317.84 亿元，比上年下降 4.6%。其

中，住宅投资 970.11 亿元，下降 0.8%；办公楼投资 37.53 亿元，

增长 0.6%；商业营业用房投资 114.79 亿元，下降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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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21 年商品房建设与销售主要指标及其增长速度

指标名称 绝对量 比上年增长（%）

施工面积（万平方米） 6431.50 -2.7

＃住宅 3947.74 -3.6

办公楼 362.81 -1.4

商业营业用房 686.59 -1.8

其中：新开工面积 966.12 -31.9

＃住宅 551.84 -42.9

办公楼 49.37 -28.7

商业营业用房 113.03 8.1

竣工面积（万平方米） 965.47 16.9

＃住宅 571.65 17.6

办公楼 75.05 154.6

商业营业用房 93.41 -2.0

销售面积（万平方米） 1331.09 15.0

＃住宅 1069.28 18.3

办公楼 47.75 39.9

商业营业用房 50.20 -30.1

销售额（亿元） 1720.30 22.4

＃住宅 1574.72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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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楼 41.54 -10.6

商业营业用房 51.15 -42.3

六、对外经济

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 2903.32 亿元，比上年增长 29.0%。其

中，出口 1646.13 亿元，增长 22.2%；进口 1257.19 亿元，增长

39.2%。

全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32.89 亿美元，增长 1.0%。制造业

18.76 亿美元，占比 57.0%；金融业 4.80 亿美元，占比 14.6%；

房地产 3.28 亿美元，占比 10.0%；其他服务业 6.05 亿美元，占

比 18.4%。直管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30.74 亿美元，增长 2.5%。

深化自贸试验区探索实践，“一站式”纠纷解决机制入选

全国“最佳实践案例”，推进中欧区域政策合作经验做法获全国

推广，自贸区新增市场主体 4100 家、增长 11%，累计达 3.2 万

户，占全市比重超过 50%。

八、财政金融

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01.73 亿元，比上年增长 4.5%。其

中税收收入 263.12 亿元，增长 7.6%。直管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29.03 亿元，比上年增长 2.4%。其中税收收入 112.68 亿元，增

长 3.4%。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85.78 亿元，比上年下降 7.8%。

直管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18.53 亿元，比上年下降 12.5%。

年末全区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14033.52 亿元，比上年

末增长 9.1%。其中，人民币存款余额 13228.38 亿元，增长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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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 18588.78 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10.2%。

其中，人民币贷款余额 18051.88 亿元，增长 9.8%。

表 5 2021 年末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及其增长速度

指 标 年末数（亿元） 比上年末增长（%）

本外币存款余额 14033.52 9.1

#人民币存款余额 13228.38 7.6

#储蓄存款 3247.57 7.8

本外币贷款余额 18588.78 10.2

#人民币贷款余额 18051.88 9.8

#短期贷款余额 3046.51 12.5

中长期贷款余额 13486.62 8.0

#个人中长期贷款余额 5573.49 13.5

全区共有证券公司总部 1 家。境内上市公司 23 家，总股本

500.77 亿股，股票总市值 6372.76 亿元。全年全区通过境内证券

市场 IPO 和增发股票 47.68 亿股。

八、居民收入

全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8936 元，比上年增长 8.8%。按

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9607 元，增长 8.7%；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5912 元，增长 10.8%。

九、招商引资

2021 年，新区纳入市招商投资局统计签约项目 75 个，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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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总额 1407.08 亿元，同比增长 11.8%。

引进投资百亿级重特大项目 2 个，合同投资额 690 亿元，占

合同投资额的 49%；引进五十亿级特大项目 4 个，合同投资额

220.36 亿元，占合同投资额的 15.7%；引进 10 亿元—50 亿级重

大项目 22 个，合同投资额 367.45 亿。

十、科学技术

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占全区地区生产总值

的比重约为 3.6%，直管区约为 4.3%。

直管区创新主体加快成长，高新技术企业新增 106 家、累计

突破 600 家、占全市 12%，高新技术企业申报量和存量均居全市

第一；科技型企业新增超 1000 家、累计达 3304 家、占全市 9%；

新增 33 家市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和隐形冠军企业，累计达

119 家，位居第一。创新要素加快集聚，获批市级重点实验室 6

个、累计 17 个，获批新型高端研发机构 6 家、累计 26 家，获批

国家级和市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18 家，集聚院士团队 14 个、

科研人员超过 1700 人。三大创新平台加快做大做强，两江协同

创新区新引进高端科研院所 10 家、累计达 40 家，西工大重庆

科创中心、协同创新区融合创新中心建成投用。礼嘉悦来智慧园

打造了“智慧生活的一天”、工业互联网体验中心、悦·设创艺

展示中心等应用场景，悦来智慧岛、礼嘉智慧馆建成投用。两江

数字经济产业园累计注册数字经济企业达 6300 家。新区数字经

济实现增加值 814.68 亿元、增长 36.6%，占全市的比重超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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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按照《关于调整优化两江新区管理体制的决定》（渝委发﹝2016﹞

7 号），两江新区直管区域包括：鸳鸯、人和、天宫殿、翠云、大竹林、

礼嘉、金山、康美等 8 个直属街道，鱼嘴镇、复盛镇、郭家沱街道、龙兴

镇、石船镇、水土镇、复兴镇等 7 个建制街镇，以及保税港区、江北嘴、

悦来投资集团、港务物流集团在两江新区范围内开发管理区域，共 638

平方公里。

2.本公报中 2020 年数据均为初步统计数，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

因，存在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3.地区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绝对量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

价计算。

4.其他服务业包括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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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

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等行业。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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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市外人

口是指户口所在地为重庆市，现居住在重庆市外，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

上的人口。市外外来人口是指户口所在地为重庆市外，现居住在重庆市内，

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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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技术制造业包括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

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

制造业，信息化学品制造业。

7.工业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

业，新材料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新能源产业，节能环保产

业和数字创意产业等八大产业中的工业相关行业。

8.基础设施投资是指建造或购置为社会生产和生活提供基础性、大众

性服务的工程和设施的支出。本公报中的基础设施投资包括电力、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邮政业，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

服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

9.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是指具有集体、私营、个人性质的内资企事业单

位以及由其控股（包括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的企业单位建造或购置固定

资产的投资。

10.行业统计标准：

规模以上工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单位。

有资质的建筑业：有总承包和专业承包资质的建筑业法人单位。

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

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法人单位。

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 万元及以上的住宿和餐

饮业法人单位。

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业法人单位。

规模以上服务业： 年营业收入 2000 万元以上的服务业法人单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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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卫生行业。年营业收入 1000 万元以上的服务业

法人单位。包括：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物

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等。年营业收

入 500 万元以上的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社会工作等行业。

资料来源（以文中数据为序）：

本公报中货物进出口、对外经济数据、自贸区来自自贸办；财政数据

来自财政局；金融数据来自现代服务业局；科技数据来自科技创新局。其

他数据来自经济运行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