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重庆市沙坪坝区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初步核算，2022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1106.7亿元，按可

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9%。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5.4亿元，

比上年增长1.7%；第二产业增加值333.3亿元，比上年下降2.4%；第

三产业增加值768.1亿元，比上年增长3.8%。三次产业结构比为：

0.5:30.1:69.4。

2022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年，也是沙坪坝区发展历

程上极不平凡、极不寻常的一年。面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

三重压力，面对多轮大规模突发性疫情、持续极端高温天气考验，面对

债务管控压力、产业转型升级阵痛，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沙坪坝区委、区政府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

稳字当头、稳中有进，立足“守底线、有变化”，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全区经济实现了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

一、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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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在地户籍统计，全区年末户籍总人口95.78万人，比上年增加

23571人。其中城镇人口87.22万人，比上年增加29581人，乡村人口

8.56万人，比上年减少6010人；户籍人口中，男性人口46.73万人，女

性人口49.05万人。

按常住人口统计，全区年末常住人口148.56万人，其中城镇常住

人口144.25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97.1%。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3.6万人，登记失业人员就业9342人。

市场主体较快增长。年末全区共有市场主体135600户，比去年增

长13.8%，其中国有、集体及其控股企业1814户，私营企业47421户，

外商投资企业6844户，个体工商户79389户，农民专业合作社132户。

表1   2022年年末户籍人口数及其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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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8年至2022年沙坪坝区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速度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比上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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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8年至2022年沙坪坝区地区生产总值三次产业结构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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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业

全年实现第一产业增加值5.4亿元，比上年增长1.7%。

粮食生产保持稳定，全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2639.7公顷，比上年

增长1.7%；粮食作物总产量1.1万吨，比上年下降1.7%；蔬菜总产量

4.2万 吨 ， 比 上 年 增 长 2.1%；生 猪 出 槽 数 4139头 ， 比 上 年 增 长

7.3%；家禽出栏数12万只，比上年下降1.1%。

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实现工业增加值244.3亿元，比上年下降1.3%。全年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共231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总产值2547.3亿元，比

上年下降4.2%。分行业看，电子信息制造业完成产值2171.9亿元，

比上年下降6.4%；传统行业实现较快增长，完成产值375.4亿元，比

上年增长11.1%。分区域看，高新区部分完成产值2234.1亿元，比上

年下降6.5%；区属工业较快增长，完成产值313.2亿元，比上年增长

16.6%。全区规上工业中，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比

分别为89.1%、88.5%。

全年实现规模以上企业工业销售产值2550.7亿元，比上年下降

3.9%；完成出口交货值2142.1亿元，比上年下降6.2%；利润总额

45.2亿元，比上年增长4.6%。

全年实现建筑业增加值89.0亿元，比上年下降5.6%。全区拥有

资 质 等 级 建 筑 企 业 152家 ， 完 成 产 值 288.5亿 元 ， 比 上 年 下 降

9.3%，其中一级资质建筑企业完成产值223.8亿元，比上年下降

5.9%。施工面积1157.1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17.2%；竣工面积

292.3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9.1%。

四、商贸服务业

全年实现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85.1亿元，比上年下降1.5%；实

现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25.9亿元，比上年下降2.4%。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53.1亿元，比上年下降3.3%，线上消

费表现亮眼，限额以上单位实现网上销售额8.0亿元，比上年增长

135.3%。批发业商品销售额1273.9亿元，比上年增长9.6%，零售业

商品销售总额383.2亿元，比上年下降3.2%；住宿业营业收入5.7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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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22年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及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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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比上年下降5.4%，餐饮业营业收入106.0亿元，比上年下降

0.4%。

全年实现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284.7亿元，比上年下降

6.6%。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营业收入179.4亿元，比上年

增长0.1%，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18.9亿元，比上年增长

3.9%。

五、固定资产投资

有效投资持续扩大。全年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1.2%。其

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33.0%。分产业看，第二产业完成投资比上年

增长26.1%；第三产业完成投资比上年下降1.8%。房地产开发投资比

上年下降11.2%。

六、对外经济

全年实现进出口总额3488.5亿元，比上年下降0.8%。其中，出

口2421.1亿元，比上年下降2.8%；进口1067.3亿元，比上年增长

4.0%。全年实际使用外资2.6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0.4%。

开放引领作用进一步彰显。西部陆海新通道开通中缅印国际班

列，新增国际班列线路15条、海外分拨中心4个，国际班列开行

6048列、增长32%。陆海新通道重庆无水港主体完工。获批国际铁

路邮件进口第一口岸、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内陆首个智慧铁路口

岸投运，国际物流枢纽展示中心、自贸区企业创新服务中心投用。集

装箱吞吐量达70万标箱，货值1070亿元。德国大众西南首个平行进

口项目落地。引进浙江中拓、厦门国贸等现代物流项目10个，新增供

应链金融等各类企业630家。

七、交通运输、邮政和旅游

全年实现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52.1亿元，比上年下降

8.3%。

*全社会公路客运量67.8万人，旅客运输周转量10643.7万人公

里；货物运输量2997.3万吨，货物周转量409967.4万吨公里。

全年共接待旅游者2001.2万人，实现旅游营业收入92.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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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022年商品房建设与销售主要指标及其增长增速



八、财政和金融

*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0.3亿元，比上年增长2.5%。其中，税

收收入22.1亿元，比上年下降25.4%。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0.7亿元，

比上年下降1.5%。

金融市场趋于活跃。全年实现金融业增加值144.0亿元，比上年

增长2.5%。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4983.3亿元，比上年末

增长6.5%，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2314.4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8.1%。

*全区拥有银行分支机构35家，证券机构8家，保险机构13家，

累计注册新型金融机构11家，其中小额贷款公司10家，担保公司1

家。

九、城乡建设和环境保护

城乡环境更加宜居。新增17平方公里城市建设用地，建成市政道

路20公里，新增城市绿地110万平方米、公共停车位5000个。整治违

法建筑195万平方米。栽种花果苗木31万平方米，提升农房风貌

1225栋、改厕1400户，创建市级美丽宜居乡村3个。建成“四好”农

村公路40公里，新增高标准农田3000亩，复种撂荒地4000亩，新建

粮油蔬菜基地8个，提档升级农文旅项目16个。

生态环境不断改善。新改建污水管网40公里，修复矿山1000

亩，治理地质灾害点12处，完成国土绿化1.6万亩，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303天，优良率达83.0%，细颗粒物年均浓度27微克/每立方米，比

上年下降13.0%，区域环境噪音平均值52.8分贝，饮用水源水质达标

率100%。

十、科技创新

创新驱动能力不断增强。赛力斯全球研发总部建成投用，重庆大

学智慧创新产业园投运；青凤高科创新孵化中心、中电光谷·西部科

技城、联东国际企业港建成，新增创新空间31万平方米；引进先进轻

金属研究院等独立法人研发机构5家，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

3家、高新技术企业55家、科技型企业230家，成功创建全国科普示

范区；获重庆市各类科学技术奖项73项，占全市的46.8%，万人发明

专利拥有量保持全市第一；中电科·吉芯科技研发生产基地等15个项

目建成投产。实施智能化改造项目13个、新建数字化车间4个，引进

麒麟科技、金山软件等项目27个，软件信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29.3%。引进林同棪设计集团、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等企业10家，设

计产业产值达50亿元。

全年授权专利数5629件，比上年下降14.5%，其中，授权发明专

利数2204件，比上年增长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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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文化体育、教育和卫生

*全年广播覆盖率、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均达100%，有线电视入

户率达100%。年末公共图书馆总藏书量102.1万册，年读者流通量

58万人次，年书刊借阅数50万册次，开展《星期日讲座》特色服务

4次。全区举办大型群众文化活动55场次，街镇文化站群众文化活动

310场次，广场故事活动9次，参与群众文化活动观众达60万人次，

群众文化创作荣获全国级奖5个，群众文化创作荣获省（市）级奖

15个。

*全年举办区以上运动会29次。新增体育场地面积18万平方米。

*全区共有各类教育事业单位289所。其中，普通高中11所，中

职学校4所，普通初中17所，普通小学55所，幼儿园202所。共有专

任教师10215人。其中，普通中学教师3392人，中职学校教师765

人，小学教师3566人，幼儿园教师2492人。

*年末全区共有各级卫生机构618个，其中医院28个，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站）23个，乡镇卫生院4个。卫生机构实有床位数9700

张。其中，医院床位8798张，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床位690张，

乡镇卫生院床位数180张。全区共有卫生技术人员11393人。其中，

执业（助理）医师4329人，注册护士5431人。

十二、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全年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8846

元，比上年增长4.1%。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9521

元，比上年增长3.6%；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028元，比上

年增长5.6%。城乡收入比1.83∶1，城乡收入比进一步缩小。

全年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36811元，比上年增长6.5%。其

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37330元，比上年增长6.0%；农村

常住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0025元，比上年增长6.4%。

*全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48.7万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

5.5万人，工伤保险参保25.8万人，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39.9万

人，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参保人数40.6万人。

注：

    1、本公报部分数据为快报数，正式数据以《沙坪坝区统计年鉴2023》为准。

2、地区生产总值、各行业增加值的绝对数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

格计算。

3、公报中的就业、客货运量、财政、文化、教育、体育、卫生、保险等用 * 

标注的段落，统计范围未包含高新区直管区四镇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税收收入增速为剔除退税影响后的同口径增速。

4、部分数据因取舍不同而产生的计算误差未作机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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