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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

指标名称
全区 经开区

同比 ±%   同比 ±%      

  总产值（亿元） 9.6 8.3

          ＃大中型 16.9 12.5

  按行业分

   农副食品加工业 0.4 0.0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14.2 19.8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9.5 -15.5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5.4 1.8

   金属制品业 -12.2 -28.7

   通用设备制造业 3.1 -0.3

   专用设备制造业 40.3 82.6

   汽车制造业 -2.0 -18.2

   船舶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37.7 194.3

   计算机、电子设备制造业 23.7 23.5 

工业用电 (亿度 ) 10.6 —

工业用气 (万立方米 )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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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全区 经开区

同比 ±%      同比 ±%      

 投资总额（亿元） 14.3 25.8 

   ＃基础设施建设 20.6 -14.5 

 按隶属关系分

   中央 

   地方 14.3 25.8 

 按构成分

   建筑安装工程 13.8 28.3 

   设备工器具购置 21.4 3.8 

   其他费用 15.4 8.8 

 按三次产业分

   第一产业 -10.6 —

   第二产业 23.3 30.1 

     ＃工业 23.3 30.1 

   第三产业 0.2 -2.8 

     ＃房地产开发 -17.3 -18.8 

固定资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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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

指标名称
全区 经开区

同比 ±%  同比 ±%  

施工面积（万平方米） -3.7 5.2 

    ＃住宅 -5.5 -0.4 

        商业营业用房 12.0 39.0 

竣工面积（万平方米） 28.0 —

    ＃住宅 161.7 —

        商业营业用房 -94.6 —

销售面积（万平方米） -12.5 -22.7 

    ＃住宅 -18.0 -31.0 

        商业营业用房 -26.0 —

销售额（亿元） -38.0 -37.7 

    ＃住宅 -38.6 -40.1 

        商业营业用房 -4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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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贸易

指标名称
全区 经开区

同比 ±% 同比 ±%      

限额以上批发业销售额 10.6 12.6 

限额以上零售业销售额 18.3 -8.5 

限额以上住宿业营业额 10.2 12.7 

限额以上餐饮业营业额 11.4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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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1-5 月 同比 ±%

全区域接待人数（万人次） 2220.4 19.5 

   ＃国内旅游人数（万人次） 2214.9 19.5 

     国际旅游人数（万人次） 5.5 45.0 

接待游客总花费（亿元） 135.0 27.6 

   

旅  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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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1-5 月 同比 ±%     

财政收入 (亿元 ) 30.9 -9.1 

  ＃一般预算收入 23.8 34.3 

    税收收入 8.4 6.5 

      ＃增值税 1.9 4.1 

        企业所得税 0.5 0.0 

        个人所得税 0.1 8.9 

         城市维护建设税 0.4 1.1 

  非税收入 15.4 56.7 

财政支出 (亿元 ) 56.1 -10.4 

  ＃一般预算支出 43.7 10.1 

     ＃一般公共服务 4.0 17.1 

       教育 8.6 11.5 

       文体与传媒 0.8 22.5 

       社保和就业 7.0 -12.6 

       医疗卫生 4.9 65.6 

       城乡社区事务 8.0 -2.3 

       农林水事务 3.6 75.5 

财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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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5 月末 同比 ±%     

本外币存款余额 (亿元 ) 785.4 11.9 

本外币贷款余额 (亿元 ) 723.2 3.4 

  

金  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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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规模工业增加值 (39 区县 )

区县名称 增速（%） 排位 区县名称 增速（%） 排位

全市 5.1 — 南川区 8.3 12

大足区 8.6 11 璧山区 8.1 13

铜梁区 -7.5 35 万盛经开区 9.1 6

潼南区 10.4 2 万州区 6.6 17

荣昌区 7.6 15 黔江区 4.5 25

涪陵区 5.9 21 开州区 -40.7 39

渝中区 9.3 4 梁平区 11.1 1

大渡口区 5.3 24 武隆区 2.9 26

江北区 5.8 22 城口县 1.1 29

沙坪坝区 7.9 14 丰都县 6.1 18

九龙坡区 8.8 10 垫江县 -1.4 32

南岸区 9.0 7 忠县 1.8 27

北碚区 -4.0 33 云阳县 0.6 30

綦江区 -10.2 37 奉节县 1.6 28

渝北区 9.2 5 巫山县 7.0 16

巴南区 5.4 23 巫溪县 6.0 19

长寿区 9.0 7 石柱县 0.4 31

江津区 9.9 3 秀山县 -29.8 38

合川区 9.0 7 酉阳县 -8.7 36

永川区 6.0 19 彭水县 -4.8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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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 22 区规模工业增加值

区县名称 增速（%） 排位

大足区 8.6 10

铜梁区 -7.5 21

潼南区 10.4 1

荣昌区 7.6 14

涪陵区 5.9 16

渝中区 9.3 3

大渡口区 5.3 19

江北区 5.8 17

沙坪坝区 7.9 13

九龙坡区 8.8 9

南岸区 9.0 6

北碚区 -4.0 20

綦江区 -10.2 22

渝北区 9.2 4

巴南区 5.4 18

长寿区 9.0 6

江津区 9.9 2

合川区 9.0 6

永川区 6.0 15

南川区 8.3 11

璧山区 8.1 12

万盛经开区 9.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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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固定资产投资 (39 区县 )

区县名称 增速（%） 排位 区县名称 增速（%） 排位

全市 3.9 — 南川区 7.9 23

大足区 14.3 9 璧山区 7.6 24

铜梁区 5.8 25 万盛经开区 3.8 30

潼南区 15.7 4 万州区 12.0 12

荣昌区 10.2 14 黔江区 23.3 1

涪陵区 -9.7 38 开州区 9.6 15

渝中区 5.8 25 梁平区 11.7 13

大渡口区 3.7 31 武隆区 4.7 29

江北区 -0.7 36 城口县 18.8 2

沙坪坝区 9.6 15 丰都县 14.9 7

九龙坡区 8.5 20 垫江县 -10.1 39

南岸区 3.4 32 忠县 14.5 8

北碚区 15.6 6 云阳县 4.8 28

綦江区 0.8 35 奉节县 2.4 33

渝北区 5.3 27 巫山县 8.5 20

巴南区 -5.3 37 巫溪县 9.5 17

长寿区 15.7 4 石柱县 9.5 17

江津区 14.1 10 秀山县 8.0 22

合川区 12.6 11 酉阳县 8.7 19

永川区 1.3 34 彭水县 16.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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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22区固定资产投资

区县名称 增速（%） 排位

大足区 14.3 4

铜梁区 5.8 12

潼南区 15.7 1

荣昌区 10.2 7

涪陵区 -9.7 22

渝中区 5.8 12

大渡口区 3.7 16

江北区 -0.7 20

沙坪坝区 9.6 8

九龙坡区 8.5 9

南岸区 3.4 17

北碚区 15.6 3

綦江区 0.8 19

渝北区 5.3 14

巴南区 -5.3 21

长寿区 15.7 1

江津区 14.1 5

合川区 12.6 6

永川区 1.3 18

南川区 7.9 10

璧山区 7.6 11

万盛经开区 3.8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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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工业投资 (39 区县 )

区县名称 增速（%） 排位 区县名称 增速（%） 排位

全市 12.2 — 南川区 1.7 30

大足区 23.3 18 璧山区 0.2 31

铜梁区 33.4 8 万盛经开区 -12.5 34

潼南区 37.4 7 万州区 12.5 25

荣昌区 32.3 9 黔江区 7.6 28

涪陵区 26.5 13 开州区 -29.8 37

渝中区 10.8 26 梁平区 48.2 4

大渡口区 6.4 29 武隆区 -9.3 33

江北区 -19.8 36 城口县 69.2 2

沙坪坝区 28.3 11 丰都县 13.8 24

九龙坡区 -63.0 39 垫江县 -32.4 38

南岸区 21.8 22 忠县 22.5 21

北碚区 29.9 10 云阳县 24.8 15

綦江区 -17.4 35 奉节县 8.3 27

渝北区 22.6 20 巫山县 40.9 6

巴南区 16.7 23 巫溪县 140.8 1

长寿区 27.7 12 石柱县 44.1 5

江津区 24.8 16 秀山县 -4.9 32

合川区 24.3 17 酉阳县 25.7 14

永川区 23.0 19 彭水县 62.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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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22区工业投资

区县名称 增速（%） 排位

大足区 23.3 10

铜梁区 33.4 2

潼南区 37.4 1

荣昌区 32.3 3

涪陵区 26.5 7

渝中区 10.8 15

大渡口区 6.4 16

江北区 -19.8 21

沙坪坝区 28.3 5

九龙坡区 -63.0 22

南岸区 21.8 13

北碚区 29.9 4

綦江区 -17.4 20

渝北区 22.6 12

巴南区 16.7 14

长寿区 27.7 6

江津区 24.8 8

合川区 24.3 9

永川区 23.0 11

南川区 1.7 17

璧山区 0.2 18

万盛经开区 -12.5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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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房地产开发投资 (39 区县 )

区县名称 增速（%） 排位 区县名称 增速（%） 排位

全市 -5.1 — 南川区 44.6 3

大足区 -17.3 33 璧山区 9.5 16

铜梁区 -1.5 27 万盛经开区 3.0 23

潼南区 13.4 14 万州区 45.6 2

荣昌区 24.0 8 黔江区 25.6 6

涪陵区 -29.6 35 开州区 6.7 20

渝中区 -15.0 31 梁平区 21.0 10

大渡口区 4.3 22 武隆区 7.8 17

江北区 -39.1 38 城口县 743.1 1

沙坪坝区 -3.1 28 丰都县 7.8 17

九龙坡区 -32.2 36 垫江县 -5.0 29

南岸区 0.7 25 忠县 7.6 19

北碚区 -15.4 32 云阳县 5.3 21

綦江区 -39.0 37 奉节县 18.7 11

渝北区 15.8 13 巫山县 -27.4 34

巴南区 10.3 15 巫溪县 36.7 4

长寿区 2.6 24 石柱县 24.8 7

江津区 -43.3 39 秀山县 33.1 5

合川区 0.2 26 酉阳县 18.3 12

永川区 -11.1 30 彭水县 24.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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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22区房地产开发投资

区县名称 增速（%） 排位

大足区 -17.3 17

铜梁区 -1.5 12

潼南区 13.4 4

荣昌区 24.0 2

涪陵区 -29.6 18

渝中区 -15.0 15

大渡口区 4.3 7

江北区 -39.1 21

沙坪坝区 -3.1 13

九龙坡区 -32.2 19

南岸区 0.7 10

北碚区 -15.4 16

綦江区 -39.0 20

渝北区 15.8 3

巴南区 10.3 5

长寿区 2.6 9

江津区 -43.3 22

合川区 0.2 11

永川区 -11.1 14

南川区 44.6 1

璧山区 9.5 6

万盛经开区 3.0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