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渡口区 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1] 
 

2017 年，是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之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

的重要之年，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全区上下

认真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扎实

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经济

运行呈现增长速度稳中略缓，发展质量稳步提升的总体态势，经

济社会保持平稳健康发展。 

一、综合 

2017年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196.5亿元，比上年增长 7.4%

（下同），其中：第一产业[3]增加值 1.5 亿元，下降 12.5%；第二

产业增加值 76.5 亿元，增长 9.0 %；第三产业增加值 118.5 亿元，

增长 6.6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全区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0.8%，

下降 0.1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38.9%，增长 0.6 个百

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60.3%，下降 0.5 个百分点。按年

平均常住人口计算，全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5654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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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7-2017 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速度 

 

 

 

 

 

 

二、农业 

2017 年，全区实现农业总产值 23179 万元，比上年下降 9.5%，

其中：农业产值 17003 万元，下降 9.5%；林业产值 2512 万元，

增长 7.8%；牧业产值 1334 万元，下降 41.7%；渔业产值 507 万

元，增长 15.3%；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1823 万元，增长 2.2%。 

2017 年，全区蔬菜播种面积为 2.36 万亩，蔬菜总产量 4.1 万

吨；生猪出栏 895 头；山羊出栏 337 头；家禽出栏 7.2 万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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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7-2017 年全区农业总产值   

 

三、工业和建筑业 

2017 年，全区实现工业增加值 52.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6%；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4]增加值增长 10.9%，战略性新兴产业[5]增加

值增长 14.8%。84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增长 17.4%；出口交

货值 15.1 亿元，增长 14.8%。2017 年全区规上工业营业收入 206.1

亿元，同比增长 18.7%，营业成本 167.1 亿元，增长 19.3%， 

分行业看，非金属矿物业全年实现产值 37.5 亿，同比增长

19.1%。支柱行业发展呈现积极向好的态势，铁路船舶航空航天

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实现产值 34.3 亿，增长 7.2%；专用设备

制造业实现产值 39.6 亿，增长 25.2%；计算机通信及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实现产值 18.9 亿，增长 7.5%；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实现产值 10.2 亿，增长 19.0%。 

分产品看，商品混凝土、硅酸盐水泥熟料、水泥、石灰石均

出现一定幅度增长，分别同比增长 24.3%、3.8%、5.8%、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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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饮料酒在技改升级后，全年达到 222386 千升，同比增长

16.6%。新兴产品方面，玻璃纤维纱和环境污染防治专用设备同

比增长 4.2%、39.1%，数字激光音视盘机、卫星导航定位接收机

受市场影响同比下降 13.0%和 43.1%，产量出现波动。 

2017年，全区建筑业实现增加值 24.0亿元，比上年增长 5.5%；

建筑业企业全年完成总产值 190.3 亿元，增长 14.6%；建筑企业

签订合同额 559.7 亿元，同比增长 25.7 %。其中，本年新签订合

同额 319.3 亿元，增长 40.0 %。 

四、固定资产投资 

2017 年，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208.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0%。按投资用途分，基础设施投资[6]32.5 亿元，同比下降 27.9%；

工业投资 15.5 亿元，下降 6.2%；房地产开发投资 146.8 亿元，增

长 22.0%。 

表 1  2017 年全区分行业投资及其增长速度 

                                                       单位：万元，% 

指标名称 本年 增速 

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2084555 10.0  

第一产业 520 -79.0  

1、农、林、牧、渔业 520 -79.0  

第二产业 154665 -6.2  

2、采掘业  0 - 

3、制造业 1130536 -16.3  

4、电力、煤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24129 169.5  

5、建筑业  0 - 

第三产业 1929370 11.7  

 6、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867 - 

 7、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21491 - 

 8、批发和零售业 36264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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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住宿和餐饮业 0 - 

 10、金融业  0 - 

 11、房地产业 1468403 22.0  

 12、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9067 - 

 13、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26763 14 倍  

 14、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299809 -32.1  

 15、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0 - 

 16、教育 6294 -39.0  

 17、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30414 11 倍  

 18、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9998 -61.4  

 19、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0 - 

  20、国际组织 0 - 

图 3  2007-2017 年全区固定资产投资 

 

 

 

 

 

 

 

 

 

五、国内贸易 

2017 年，全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49.1 亿元，比上年

增长 9.1%。从商品销售情况看，全区批发和零售业实现销售额

233.1 亿元，增长 14.0%，住宿和餐饮业实现营业收入 12.9 亿元，

增长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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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07-2017 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六、对外经济 

2017 年，全区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 27731 万美元，比上年增

长 27.2%。其中：出口 18317 万美元，增长 6.8%；进口 9414 万

美元，增长 102.5%。 

图 5  2012-2017 年全区外贸进出口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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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全区实际利用外资总额 2.48 亿美元，相比上年同期

下降 21.7%。 

七、交通、邮电和旅游 

2017 年，全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实现增加值 12.6 亿元，

比上年增长 5.2%。2017 年末，全区拥有营运机动车辆 3765 辆；

其中：载客汽车 20 辆，载货汽车 3745 辆。全年实现公路客运周

转量 2586 万人公里，同比下降 11.0％；实现公路货运周转量

[8]314590 万吨公里，增长 10.7％；全社会公路客货运输周转量

314849 万吨公里，增长 10.7%。 

2017 年，全区完成邮政业务总量 6959 万元，比上年增长

79.8%。 

2017 年，全区接待国内旅游人数 452.6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32. 6%。 

八、财政金融 

2017 年，全区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9.3 亿元，比上年增长

9.3%，其中：税收收入 15.5 亿元，增长 9.6%。完成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 34.7 亿元，增长 14.2%，其中：教育支出 6.2 亿元，增长

24.8%；科学技术支出 0.4 亿元，增长 14.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

出 3.3 亿元，下降 12.3%；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支出 2.4 亿元，增

长 2.1%。 

2017 年，全区有金融机构 37 家，其中：银行 21 家，小额贷

款公司 6 家，担保公司 1 家，基金公司 4 家，保险公司 2 家，证



- 8 - 
 

券机构 3 家。全区金融业实现增加值 21.4 亿元，比上年增长 4.1%。

有存贷业务的 27家金融机构年末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 420.4亿

元，下降 5.9%；各项贷款余额为 525.8 亿元，下降 0.8%。 

图 6  2012-2017 年全区银行机构存贷款余额  

 

 

 

 

 

 

九、教育和科学技术 

2017 年末，全区有各类学校 114 所。各类学校教职工 4313

人，其中：专任教师 3376 人。各类学校招生人数 15238 人，在

校生 55737 人，毕业生 13564 人。初中毕业生升入普通高中阶段

人数占全部初中生人数的 59.4%，升入中等职业教育比例为

39.7%。1925 人参加高考，1730 人被各类大专院校录取。中小学

学校占地面积 69.1 万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 51.8 万平方米，其

中：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 17.0 万平方米，行政办公用房 5.2 万平

方米，生活用房面积 16.6 万平方米，其他用房面积 13.0 万平方

米。体育运动场馆面积 27.7 万平方米。 

2017 年，全区受理 1067 项专利申请，其中：发明 253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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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 742 项，外观设计 73 项。855 项专利获得授权，其中：

发明 137 项，实用新型 542 项，外观设计 176 项。技术合同交易

额 3721.27 万元1。 

2017 年，全区 227 家企业获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其中：10

家企业拥有当年认证的重庆名牌产品 15 个。 

十、文化、卫生 

2017 年，全区文化事业投入 1396.7 万元，年末拥有“三馆一

站”公共文化设施建设面积 2.46 万平方米，公共图书馆藏书 29.2

万册。 

2017 年末，全区有医院（卫生院）31 个，其中：综合医院

20 个，专科医院 3 个。妇幼保健站 1 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 个。

卫生机构床位 3038 张。卫生技术人员 2698 人，其中：执业医师

和职业助理医师 1100 人，注册护师（护士）1255 人，药剂人员

161 人，检验人员 129 人。医院实现营业收入 8.1 亿元。全区传

染病发病率 276.6 /10 万，计划免疫接种率 97.2%，孕产妇住院分

娩率 100%，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2.4‰。 

十一、人口、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2017 年末，全区有户籍人口为 26.4 万人，比上年增加 2609

人，其中：男性 13.0 万人，女性 13.4 万人。全年出生人口 3166

人，出生率为 12.0‰；死亡人口 4925 人，死亡率为 18.7‰；人

口自然增长率为负 6.7‰。全区常住人口[9]35.5 万人，其中：城镇

                                                        
1 此口径包含由重庆市科学委员会成果处提供的大渡口区线上及线下资料审核备案通过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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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 34.58 万人，城镇化率 97.41%，比上年提高 0.09 个百分点。 

2017 年，全区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5038 元，比上

年增长 9.3%；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8343 元，增长 8.9%。

城镇居民食品烟酒消费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为 33.8%，农

村居民食品烟酒消费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为 37.1%。 

2017 年末，全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20.0 万人，其中：

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14.1 万人，增长 3.5%；参加城

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人数 0.8 万人，下降 8.0%。参加基本医疗保

险人数 27.0 万人，增长 4.2%，其中：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人数 14.4 万人，增长 3.4%；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人数 12.6

万人，增长 5.0%。参加工伤保险人数 8.7 万人，增长 25.1%。全

区为 2.9 万人次的城市居民和 0.3 万人次的农村居民分别发放最

低生活保障金 1559.7 万元和 152.4 万元； 

2017 年，全区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13110 人，期末实有城镇登

记失业人数 1783 人2，城镇登记失业率 2.2%。 

2017 年，全区电力使用量 161344 万千瓦时，其中生活用电

量 36524 万千瓦时，增长 5.2%。天然气生活使用量 4382 万立方

米，同比增长 11.0%。 

十二、城市环境和安全生产 

2017 年，全区空气质量在Ⅱ级以上天数 283 天，城区环境噪

声平均值 53.7 分贝，道路交通噪声平均值 66.9 分贝，饮用水源

                                                        
2 此口径包括报告期末当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登记在册的结存失业人员总数。不包括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和其他非本

地户籍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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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达标率和地面水水质达标率均为 100%。 

2017 年，全区公安机关破获刑事案件 905 件，比上年增长

11.32%；查处治安案件 2850 件3，下降 77.3%。人民法院结案案

件数 11551 件，案件结案率 91.6%，其中：刑事案件 337 件，行

政案件 220 件，民事案件 7207 件；执行案件 3787 件。人民检察

院决定直接立案侦查案件 11 件，查处贪污贿赂案件 10 件。年末

全区有律师事务所 13 所，律师 67 人；提供法律援助案件 299 件；

调解纠纷案件 5506 件；当年办公证件数 2.3 万件。 

2017 年，全区发生生产安全死亡事故 13 起，生产安全事故

死亡人数 16 人，比上年增加 3 人；生产安全死亡事故造成直接

经济损失 356.7 万元，下降 13.8%。 

 

 

 

 

 

 

 

 

 

 

                                                        
3
 此口径包含“按照一般程序办理的治安案件”和“治安调解案件”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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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本公报中 2017 年数据均为初步统计数，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

在着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2]地区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绝对数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计算。  

[3] 三次产业是根据社会生产活动历史发展的顺序对产业结构的划分，产品直

接取自自然界的部门称为第一产业，对初级产品进行再加工的部门称为第二

产业，为生产和消费提供各种服务的部门称为第三产业。它是世界上通用的

产业结构分类，但各国的划分不尽一致。 

我国的三次产业划分是： 

第一产业：农业（包括种植业、林业、牧业和渔业）。 

第二产业：工业（包括采掘工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和建筑业。 

第三产业：除第一、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各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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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承包和劳务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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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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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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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以及物业管理、房地产

中介服务、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和其他房地产业等行业。年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或年末从业人员 50人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居民服

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5]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

高端设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等七大产

业。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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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的基础设施投资包括交通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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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指各种经济类型的批发零售贸易业、餐饮业和其他

行业对城乡居民和社会集团的消费品零售额总和。 

[8]货运周转量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由各种运输工具运送的货物（旅客）数量

与其相应运输距离的乘积之总和。该指标可以反映运输业生产的总成果，也

是编制和检查运输生产计划，计算运输效率、劳动生产率以及核算运输单位

成本的主要基础资料。计算货物周转量通常按发出站与到达站之间的最短距

离，也就是计费距离计算。计算公式为： 

货物（旅客）周转量=∑（货物（旅客）运输量×运输距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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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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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人口以及户口待定人口。 

资料来源： 

本公报中就业、失业、社会保障数据来自区人力资源社保局；财政数据

来自区财政局；部分金融数据来自区国资办；教育数据来自区教委；外贸进

出口数据来自区商务局；交通数据来自区交委；科技数据来自区科委；质量

检测数据来自区质监局；文化数据来自区文化委；卫生数据来自区卫计委；

最低生活保障数据来自区民政局；户籍人口数据来自区公安分局；电力、燃

气数据来自区经信委；案件办理数据来自区法院；噪音、空气监测数据来自

区环保局；生产安全事故数据来自区安监局；其它数据来自区统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