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重庆市綦江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 

 

 

2021 年，全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市委市政府科学指挥和

区委区政府坚强领导下，全区上下勠力同心，面对疫情反复、供应

链产业链不稳定、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以及产业急剧调整等巨大

压力，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

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区经济发展

稳中加固、稳中提质，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实现了“十四五”良好

开局。 

一、综 合 

初步核算，綦江辖区内地区生产总值 742.33 亿元，比上年增长

4.8％。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82.56 亿元，增长 3.5%；第二产业

增加值 334.45 亿元，增长 4.9%；第三产业增加值 325.32 亿元，增

长 5.1%。地区生产总值五年年均增长 6.3%。 

 



图 1 2017-2021 年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 

 

二、农 业 

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108.13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0%。其

中，农业 77.79亿元，增长 13.9%；林业 4.46亿元，增长 8.0%；牧

业 22.26亿元，下降 2.5%；渔业 2.39亿元，增长 24.1%，农林牧渔

服务业 1.24亿元，增长 11.0%。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70.56亿元，比

上年增长 3.0％。 

全年粮食作物种植面积 86.65万亩，比上年增长 0.1%。其中，

小春面积 12.87万亩，增长 0.1%；大春面积 73.78万亩，增长

0.1%。蔬菜种植面积 36.74 万亩，增长 3.9%。油菜种植面积 9.55

万亩，增长 0.1%。 

全年粮食总产量 35.60万吨，比上年增产 0.2%。其中，小麦产

量 1206 吨，与上年持平；水稻产量 15.64万吨，增产 0.1%；玉米

产量 8.06 万吨，增产 0.3%；马铃薯产量 2.94万吨，增产 0.1%；甘



薯产量 6.93万吨，增长 0.1%。经济作物中蔬菜产量 61.68 万吨，

增产 5.0%；油菜产量 1.12 万吨，增产 0.1%。 

全年猪牛羊禽肉产量 5.41万吨，比上年增长 33.7%。其中，猪

肉产量 4.37万吨，增长 44.0%；牛肉产量 0.12万吨，下降 0.8%；

羊肉产量 0.19 万吨，下降 6.3%；禽肉产量 0.73 万吨，增长 6.4%。

禽蛋产量 1.28 万吨，下降 0.3%。牛奶产量 0.13 万吨，下降

18.4%。年末生猪存栏 34.62 万头，增长 16.7%；生猪出栏 55.90万

头，增长 39.6%。 

表 1 2021 年主要农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产量 同比±% 

粮 食(万吨) 35.60 0.2 

油 菜(万吨) 1.12 0.1 

蔬 菜(万吨) 61.68 5.0 

出栏生猪(万头) 55.90 39.6 

出栏羊(万头) 12.55 -7.3 

出栏家禽(万只) 477.49 6.4 

猪牛羊禽四肉产量(万吨) 5.41 33.7 

三、工业和建筑业 

2021 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218户，实现工业总产值 456.03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0%。工业增加值 156.49亿元，增长 5.2％，

占全区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 30.9％。工业实现税收 6.62 亿元，下

降 2.9%。 

表 2 2021 年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 

产 品 名 称 产 量 同比±% 

发电量(亿千瓦时) 84.87 -2.5 

水 泥(万吨) 193.27 31.2 

十种有色金属(万吨) 31.08 -0.2 



电解铝(万吨) 30.97 -0.2 

铝合金(万吨) 12.57 0.4 

铝 材(万吨) 44.39 -0.7 

摩托车整车(万辆) 10.69 15.9 

商品混凝土(万立方米) 228.5 33.6 

从园区看，桥河、食品、铝工业园区共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118家，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13.7%，其中铝产业园增长 25.4%、

桥河工业园下降 8.2%、食品园区增长 87.1%。 

从三大支柱产业看，铝及铝精深加工比上年增长 27.1%，装配

式建筑下降 0.1%，汽摩整车及零部件下降 7.3%，支柱产业产值占全

区规上工业总产值的 79.7%。 

从主要产品产量看，发电量 84.87亿千瓦时，下降 2.5%；铝合

金 12.57万吨，增长 0.4%；铝材 44.39 万吨，下降 0.7%；十种有色

金属 31.08 万吨，下降 0.2%，其中电解铝 30.97 万吨，下降 0.2%。 

从税收看，采矿业比上年下降 79.0%，制造业增长 18.3%，水电

气生产和供应业下降 57.9%。 

全年建筑业增加值 61.55 亿元，比上年下降 2.7%，占地区生产

总值的 12.1%。全区纳入统计的建筑企业 144 家，其中，一级企业 2

家，二级企业 35 家，三级和未评级企业 107 家。 

全年完成注册地建筑业总产值 107.17 亿元，比上年增长

0.7％。建筑业实现税收 3.83亿元，增长 8.4%。 

四、交通、邮电业 



全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实现增加值 32.25 亿元，比上年

增长 1.7%，占地区生产总值 6.4%。全年公路客运量 929.40万人

次，下降 16.1%；公路货运量 1.35亿吨，增长 18.7%；实现客运周

转量 4.03 亿人公里，下降 13.5％；货运周转量 168.33 亿吨公里，

增长 10.7％。全区公路里程（不含高速）5580 公里。其中，等级公

路 5578 公里，增加 155 公里；高速公路 160 公里。全区拥有客运汽

车（不含公交车）373 辆，城市公交车 214辆，出租汽车 260 辆，

民用货车 38884辆。水运里程 181公里，拥有船舶 13艘，水运码头

26 个。年末机动车保有量 27.35 万辆，比上年增长 4.9%。其中，摩

托车 11.51 万辆，增长 5.4%；汽车 15.84万辆，增长 4.6%，其中小

型汽车 11.53 万辆，增长 6.4%。 

全年完成邮电业务总量 6.66 亿元，下降 3.3%。其中，邮政业

务总量 1.62亿元，下降 19.0％；电信业务总量 5.04亿元，增长

3.2%。 

五、国内贸易和对外开放 

全年批发和零售业实现增加值 42.2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6%，占全区地区生产总值的 8.3%；住宿和餐饮业实现增加值

13.33 亿元，增长 9.1%，占全区地区生产总值 2.6%。年末限额以上

单位 667家。其中，企业 255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32.89 亿

元，比上年增长 15.2%。 

社会商品销售总额分行业看，批发业销售额 181.36 亿元，增长

22.8％；零售业销售额 122.99 亿元，增长 15.6％；住宿业营业额



14.02 亿元，增长 13.0%；餐饮业营业额 39.88 亿元，增长

19.6％。 

在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中，粮油、食品类零售额比上年增

长 12.6%，饮料类增长 16.3%，烟酒类增长 8.9%，服装、鞋帽、针

纺织品类增长 2.6%，化妆品类增长 16.6%，金银珠宝类增长

31.8%，日用品类增长 9.6%，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 19.0%，中

西药品类增长 5.0%，文化办公用品类增长 4.1%，家具类增长

24.4%，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增长 13.1%，石油及制品类下降 8.1%，汽

车类增长 12.4%。 

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 5.65亿元，增长-12.6%，实际利用外资

1293 万美元，增长 10.3%。 

六、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业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跨区和农户投资）比上年增长

17.0％。其中 500 万元以上投资增长 23.6%；建安投资增长 13.1%；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 8.5%；农业投资增长 12.3%；工业投资增长

32.4%；交通运输业投资下降 23.4%；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投资增长 82.2%。区内投资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 12.3%；第

二产业投资增长 32.4%；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11.1%。 

年末纳入统计的资质以上房地产开发企业 64 家，房地产开发项

目 59个。 

 



表 3 2021 年房地产开发和销售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指 标 绝对量 同比±% 

商品房施工面积(万平方米) 569.71 19.7 

新开工面积(万平方米) 126.34 8.9 

商品房竣工面积(万平方米) 51.86 60.0 

商品房销售面积(万平方米) 93.10 -21.6 

商品房销售额(亿元) 44.31 -32.6 

商品房待售面积(万平方米) 24.18 0.4 

七、财政、金融和保险 

綦江辖区内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1.96 亿元，增长 2.7％，

其中税收收入 17.04 亿元，下降 12.5%。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城

市维护建设税分别增长 1.6%、0.5%、3.0%，个人所得税下降 2.2%；

非税收入 14.91亿元，增长 28.2%；政府性基金收入 22.99 亿元，

下降 27.7％。 

綦江辖区内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92.62 亿元，下降 18.6%。其

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9.58 亿元，下降 8.1%；国防支出 0.1亿

元，下降 4.3%；公共安全支出 3.91 亿元，下降 19.9%；教育支出

18.48 亿元，下降 3.4%；科学技术支出 1.04 亿元，增长 5.3%；社

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4.21 亿元，下降 7.4%；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1.26 亿元，下降 40.9%；医疗卫生支出 7.67 亿元，下降 38.8%；城

乡社会事务支出 9.64 亿元，增长 27.8%；农林水事务支出 8.45 亿

元，下降 35.0%；交通运输支出 5.20 亿元，下降 22.4%；住房保障

支出 3.53 亿元，下降 40.1%；政府性基金支出 10.41 亿元，下降

71.9%。 



綦江辖区内金融业实现增加值 32.67 亿元，比上年下降 0.7%，

占地区生产总值 4.4%。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 710.56亿

元，增长 3.5%，其中住户存 586.84 亿元，增长 11.0%；人民币贷款

余额 568.55亿元，增长 5.9%，存贷比 80.01%，比上年增长 1.42个

百分点。 

綦江辖区内全年保费收入 10.46 亿元，比上年下降 8.7%。其

中，人身险 7.28 亿元，下降 7.6%；财产险 3.13 亿元，下降

11.4%。理赔支出 2.89亿元，增长 16.9%。其中，人身险赔付 0.57

亿元，增长 2.9%；财产险赔付 2.3亿元，增长 20.6%。 

八、城市建设和市政设施 

年末实有铺装道路面积 595.88 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48.8%。

供水管道长度 796.59 公里，增长 6.2%。全年供水总量 2385.4 万

吨，下降 1.3%，其中生活用水 1464.4万吨，用水户数 17.68 万

户，用水人口 33.8万人。天然气供气量 6416万立方米，增长

15.5%，其中，生活用气 3341万立方米，增长 2.7%。天然气用户

14.00 万户，增长 5.6%。液化气供应量 536.21吨，下降 17.2%，其

中，生活用气 212 吨，下降 56.0%；液化气用户 1583户，下降

79.8%。 

年末累计建成公租房 5886套，面积 30.94万平方米，已配租

5433积 26.36万平方米。 



年末城区市政道路长度 133.7公里，道路面积 229万平方米。

其中，车行道面积 149万平方米，人街道面积 80 万平方米，桥梁

25 座，全区园林绿地面积 1259.2公顷，比上年增长 2.5%，其中，

公园绿地面积 543.19 公顷，增长 0.6%；公园 11 个，面积 298.96

公顷；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46.99%，比上年提高 2.21 个百分点；人

均公园绿地面积 15.96平方米，比上年增加 0.22 平方米。城市路灯

年末总数 25006盏，比上年增加 5085 盏。年末拥有环卫专用车 41

辆，其中洒水车 20辆，洗扫车 5辆。拥有城区公共厕所 145 座，其

中公园内公共厕所 26 座。公共垃圾站 32 座，其中街镇压缩式垃圾

中转站 30 座。城市生活垃圾粪便处理量 15.12 万吨，城镇生活垃圾

处理率达 100%。 

九、教育和科技 

2021 年，全区高考上线 6166 人，比上年增加 1046 人，增长

20.4%，上线率 99.97％，比上年提高 0.05 个百分点。 

全区小学 75所，普通中学 26所，中等专业学校 2所，职业中

学 2 所，大学 2所。小学招生 7379 人，在校 43627人，毕业 8515

人，教师 3608 人；普通中学招生 12672 人，在校 38421人，毕业

11952 人，教师 3563人；中等专业学校招生 559 人，在校 1544

人，毕业 621 人，教师 97人；职业中学招生 2006 人，在校 5471

人，毕业 1562 人，教师 303 人；大学招生 6342 人，在校生 9116

人，教师 493 人；幼儿园 87 所，幼儿园教师 2012 人，在园儿童

21025 人，幼儿园招生 4824人，学龄儿童入学率 93.05％。小学六



年入学率、巩固率、毕业率均达到 100%；初中阶段入学率 99.93%，

巩固率 100%，毕业率 100%；高中阶段入学率 97.34%；三残儿童入

学率 96.56%；脱盲儿童入学率 100%；义务、中职教育生均办学条件

标准达标率 95.3%。 

2021 年创建区级返乡创业园区 2 个，市级返乡创业园区 1个。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新获批 42 家、累计 123家；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入库 117家；重庆市科技型企业新增 583 家、累计 1633 家。新引进

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綦江中心等 4 个国家级研发平台分支机

构，公共大数据安全技术、中重型商用车变速器等 2 个实验室获批

市级重点实验室，赛驰动力传动系统研究院、綦齿齿轮研究院获批

市级新型研发机构，获批市级齿轮制造业创新中心 1 个、市级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 2个、市级企业技术中心 12 个，新认定区级重点实验

室 8 个、企业技术中心 27个。新获批市级孵化器 3 个、市级技术转

移示范机构 1 个、市级工业设计中心 1 个，推荐国家备案众创空间

2 个，发展区级孵化器、众创空间、星创天地 25 个。培育綦江科技

创新服务平台等科技服务机构 6 个。开展“为科技工作者办实事，

助科技工作者做贡献”工作，建立科技人才库 942名，组织 83 名市

区科技特派员开展产业、技术指导 700余次，评选表彰 20 名区级科

技创新人才和创新团队，开拓卫星、荆江半轴成功入选“重庆英

才·创新创业示范团队”。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 2.3%，登记认定技

术合同交易 5.5亿元，同比增长 367%；登记科技成果 62 项，增加

近 5 倍。立项国家重点科技项目 2项、市级科技项目 22 项、区级科

技项目立项 189项，一大批企业突破“卡脖子技术”。全区专利授



权 1063 件，同比增长 53.8%，其中发明专利授权 46 件，同比增长

43.8%。 

十、文化旅游、卫生健康和体育 

年末拥有文化事业机构 25个，其中文化馆（非遗保护中心、地

方文化促进中心）1 个，博物馆（文物管理所）1 个，图书馆 2 个，

美术馆（綦江农民版画院）1 个，电视台（融媒体中心）1个，影剧

院 1 个，档案馆 1 个，文化服务中心 21个。文化馆、图书馆、美术

馆及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筑面积 8.6 万平方米。四馆（文化

馆、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全年免费开放接待 35万人次，完成

图书借阅 14万册，新增读者证 0.6 万人。开展区政府为街镇购买共

文化演出（含戏曲进乡村、进校园演出）84 场次，街镇完成流动文

化服务进村 1504 场次。全年电影放映 53210 场，电影放映观众 52

万人次。开播公共频道电视节目 82 套，专业频道电视节目 45套，

高清数字电视节目 73 套，年末有线电视联网用户在册 12.4万户，

其中开通数字电视用户在册 5.35万户，村村通喇叭 1313 只。全年

播出广播电视新闻 4500 条。其中，央视上稿播出 68条，重庆卫视

上稿播出 356 条。有线广播电视入户率达 71.3%。 

年末已有挂牌四星级旅游（酒）饭店 1 家，具有三星级以上农

家乐 55 家，星级旅游饭店床位 380 张。旅行社 2 家，重庆在綦江设

立旅行门市部 23 家，旅游从业人员 1.45 万人。全年共接待国内外

游客 923.5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47.2%。其中，国内游客 923.5 万

人次，增长 47.2%，旅游业总收入 45.14 亿元，增长 44.4%。 



全区拥有各种体育场地 4031 个。其中，体育场（馆）32 个，

游泳馆（池）38 个，体育人口 38.04 万人，成功举办运动会或比赛

次数 19 次。组织参加市级以上比赛获奖 360 枚，其中金牌 49 枚，

银牌 43 枚。全区等级运动员 317人，等级裁判员 688 人。 

年末全区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504 个。其中，医院、卫生院 45

个，妇幼保健院 1 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个，采供血机构 1 个，

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1个，结核病防治所 1 个，血液透析

中心 1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5 个，村卫生室 311个。卫生机构床

位数 6960 张。其中，医院、卫生院 6799 张。卫生机构实有在职人

员 6586 人，执业医师、助理医师 1777人，注册护士 2566 人。5岁

以下儿童死亡率 4.2‰，孕产妇死亡率 0，新生儿死亡率为 1.8‰，

新生儿出生缺陷率为 12.8‰。 

十一、人口和就业 

年末户籍总户数 350410 户，减少 2338户；户籍人口 913493

人，减少 7478 人，其中城镇人口 401680 人，乡村人口 511813人，

总人口中 18岁以下的 146320人，18 至 34 岁的 191685人，35 至

59 岁的 365979 人，60岁及以上的 209509人。当年迁入人口 6894

人，其中省内迁入 5334 人；迁出人口 11562 人，其中迁往省内

10037 人。全年出生人口 5668 人，死亡人口 8478 人。 

出生人口政策符合率 99.03%，出生人口性别比 106.63%，人口

自然增长率为-2.43‰。 



全年共开展就业创业培训 598班次，培训 20713 人。城镇新增

就业 12971 人，年末登记失业人员 8687 人，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4297 人。 

十二、居民收入消费和社会保障 

根据城乡住户一体化调查，全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0972

元，比上年增长 8.5%。其中，工资性收入 16542 元，比上年增长

7.7%；经营净收入 4545 元，增长 11.4%；财产净收入 1554 元，增

长 8.6%；转移净收入 8331 元，增长 8.5%。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21744 元，比上年增长 8.2% 。居民恩格尔系数 32.94%，比上年下

降 1.02 个百分点。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44.25 平方米，比上年增加

0.35 平方米。 

全年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9539 元，比上年增长

8.0%。其中，工资性收入 23525 元，比上年增长 7.5%；经营净收入

3621 元，增长 9.4%；财产净收入 2410元，增长 8.8%；转移净收入

9984 元，增长 8.5%。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26738元，比上年

增长 8.2%。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 31.98%，比上年下降 0.68 个百分

点。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38.8平方米，比上年增加 0.29平方

米。 

全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9223 元，比上年增长

10.0％。其中工资性收入 6967 元，增长 9.0%；经营净收入 5812

元，增长 13.2%；财产净收入 379元，增长 6.2%；转移净收入 6064

元，增长 8.5%。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14894元，增长 8.0%。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35.29%，比上年下降 1.86个百分点。农村居

民人均住房面积 51.70平方米，比上年增加 0.44 平方米。 

图 2 近五年城镇和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全区社会养老保险参保单位 4683个 58.26万人。其中在职参保

35.72 万人（城镇职工 13.71 万人、城乡居民 20.35 万人、机关事

业 1.66 万人）；退休 22.54 万人（城镇职工 11.16 万人、城乡居民

10.33 万人、机关事业 1.05万人）。养老保险全年完成征收 19.82

亿元（城镇职工 11.57亿元、城乡居民 0.59 亿元、机关事业 7.66

亿元）。养老保险全年支出待遇 37.82亿元（城镇职工 29.26 亿

元、城乡居民 2.27亿元、机关事业 6.30 亿元）。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单位 26.94万个，增长 0.5%，其中职工医保

参保户数（参保单位户数）为 0.34 万户，居民医保参保户数（参保

家庭户数）为 26.6万户。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81.05万人，比上

年下降 1.8%；应征收医疗保险金 9.05亿元，增长 12.0%；实际征收



医疗保险金 8.77 亿元，增长 10.0%；发放医疗保险金 9.14 亿元，

下降 6.9%。 

失业保险参保单位 3118个 7.72 万人，完成征收 3392万元，发

放失业保险待遇 12808万元，惠及 9409 人。 

工伤保险参保单位 3915个 15.18万人，完成征收 8206 万元，

发放工伤保险待遇 20841 万元。 

全年 7793 人享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13042人享受农村最低生

活保障，低保资金支出 12265万元，比上年下降 8.1%。特困供养人

员 6732 人，特困供养资金支出 7314 万元。城乡低保标准分别提高

到 636 元/月和 515元/月，比上年分别增长 2.6%和 3.8%。社会福利

收养单位 32个，年末床位数 3773张，收养人数 1230人，下降

0.8%。 

十三、资源、环境和应急管理 

全年水资源总量 12.28亿立方米。年末大中型水库 2 座，蓄水

总量 3809 万立方米。全年平均气温 17.8 度，最高气温（8 月）

40.3 摄氏度，最低气温（1 月）-1.6 摄氏度。全年降雨量 1060.8

毫米，无霜期 365 天。 

全年城区环境空气质量二级以上天数 316 天，达标率 86.6%，

比上年减少 23 天。森林覆盖率 51.4%，比上年提高 2.6 个百分点。 



全年工矿商贸企业(含在綦央企和市属企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4 起，死亡 4 人；煤矿企业安全事故 0 起，死亡 0人；生产经营性

道路交通安全事故 5 起，死亡 6 人。 

 

注：[1]本公报中数据均为初步统计数。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总计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2]国内生产总值、三次产业及相关行业增加值、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总收入绝对

数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不变价格计算。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对国内生产总值、三次产业及相

关行业增加值等相关指标的历史数据进行了修订。 

[3]户籍人口数由区公安局提供，人口自然增长率由区卫生健康委提供。 

[4]以上数据一综合、七财政、金融和保险数据含万盛经开区，其他数据不含万盛经开区。 

[5]体育场地的口径进行了调整。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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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万元及以上，或年末从业人员 50人及以上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不含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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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年营业收入 500万元及以上，或年

末从业人员 50人及以上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法人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