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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重庆市沙坪坝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2024 年重庆市沙坪坝区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24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

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全区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和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六届历次

全会部署要求，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紧扣“新担当、新篇章、

新作为”工作要求及“主阵地、示范区、排头兵、领头雁”战略定位，

统筹做好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和高水平化债等各项

工作，沙坪坝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展。

一、综合

初步核算，2024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1220.9 亿元，按可

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6.5%。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6.1 亿元，

比上年增长 4.9%；第二产业增加值 321.9 亿元，比上年增长 6.1%；

第三产业增加值 893.0 亿元，比上年增长 6.6%。三次产业结构比为：

0.5 ∶ 26.4 ∶ 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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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在地户籍统计，全区年末户籍总人口 99.56 万人，较上年增加

15555 人。其中城镇人口 91.69 万人，比上年增加 15804 人，乡村人口 7.87

万人，较上年减少 249 人；户籍人口中，男性人口 48.38 万人，女性人口

51.18 万人。

图 1  2020-2024 年沙坪坝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

表 1  2024 年年末户籍人口数及其构成

指标 年末数（万人） 比重（%）

年末总人口 99.56 100.00

按城乡分

        其中：城镇人口 91.69 92.10

                     乡村人口 7.87 7.90

按性别分

        其中：男性 48.38 48.60

                     女性 51.18 51.40

按常住人口统计，全区年末常住人口 149.43 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

口 145.3 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97.24%。

*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32293 人，登记失业人员就业 8893 人。

年末全区共有市场主体 15.3 万户，其中内资企业 60194 户，外商投

资企业 317 户，个体工商户 92106 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128 户。

二、农业

全年实现第一产业增加值 6.1 亿元，比上年增长 4.9%。

粮食生产稳步增长，全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2680.6 公顷，比上年增

长 0.7%；粮食作物总产量 1.1 万吨，比上年增长 0.9%；蔬菜总产量 4.7

万吨，比上年增长 3.5%；生猪出槽数 4296 头，比上年增长 3.6%；家禽

出栏数 4.6 万只，比上年增长 20.9%。

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实现工业增加值 256.6 亿元，比上年增长 8.4%。全年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共 235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总产值 2695.1 亿元，比上

年增长 10.5%。分行业看，电子信息制造业完成产值 1968.5 亿元，比

上年下降 0.4%；传统行业增长迅猛，完成产值 726.5 亿元，比上年增长

56.7%，其中汽车制造业完成产值 500.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7.0%。分

区域看，高新区部分完成产值 2093.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其他区域

完成产值 601.3 亿元，比上年增长 6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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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8%、90.1%。

全年实现规模以上企业工业销售产值 2719.9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6%；完成出口交货值 1956.1 亿元，比上年增长 0.1%；利润总额

57.6 亿元，比上年增长 2.6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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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实现建筑业增加值 65.9 亿元，比上年下降 1.5%。全区拥有资

质等级建筑企业 186 家，完成产值 345.6 亿元，比上年增长 4.5%，其

中一级资质建筑企业完成产值 268.0 亿元，比上年增长 7.2%。施工面积

594.2 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 48.4%；竣工面积 248.1 万平方米，比上年

下降 2.8%。

四、商贸服务业

全年实现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 144.7 亿元，比上年增长 3.9%；实现

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 40.5 亿元，比上年增长 4.8%。

消费市场逐步回升。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06.3 亿元，比上年增

长 0.1%。批发业商品销售额 1457.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5.0%，零售业

商品销售总额 420.5 亿元，比上年下降 4.6%；住宿业营业额 7.6 亿元，

比上年增长 1.5%，餐饮业营业额 130.6 亿元，比上年增长 5.7%。限额

以上单位销售额中汽车类增长迅猛，全年实现限额以上销售额 520.9 亿元，

表 3  2024 年商品房建设与销售主要指标及其增长速度

指标 绝对量 比上年增长（%）

施工面积（万平方米） 983.2 -17.8 

# 住宅 648.2 -19.4 

竣工面积（万平方米） 65.1 -47.6 

# 住宅 44.2 -49.6 

销售面积（万平方米） 136.8 -33.4 

# 住宅 76.9 -27.3 

销售额（亿元） 125.7 -32.7 

# 住宅 93.2 -38.1 

表 2  2024 年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及增速

产品名称 产量 比上年增长（%）

 电子计算机（万台） 4680.8 -6.8

# 笔记本电脑（万台） 4680.8 -6.8

 显示器（万台） 644.1 -19.4

 摩托车（万辆） 14.9 0.1

 汽车（万辆） 18.8 87.6

# 新能源汽车（万辆） 17.5 158.0

发动机（万千瓦） 1445.4 129.1

比上年增长 106.7%。

服务业行业快速增长。全年实现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 463.9 亿

元，比上年增长 17.6%。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营业收入 217.3

亿元，比上年增长 6.3%；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 43.3 亿元，比

上年增长 47.5%，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营业收入 101.6 亿元，比上年增长

84.5%。

五、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 1.0%。分产业看，第二产业完成投资

比上年增长 33.4%，其中，工业投资比上年增长 33.4%；第三产业完成

投资比上年下降 5.3%；房地产开发投资比上年下降 37.6%。

六、对外经济

全年实现进出口总额 3013.3 亿元，同比增长 0.1%，占全市比重达

42.1%，其中出口 2286.2 亿元，同比增长 6.5%，进口 727.1 亿元，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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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15.8%。全年实际使用外资 28.7 亿元，同比增长 399%。

对外开放水平持续提升。枢纽建设加快推进，新增国际线路 2 条，设

立海外分拨仓 2 个，中欧跨里海直达快运、渝深铁海联运班列实现首发。

率先建设“铁海联运一码通”，集疏运效率提升 20%。实施药食同源商

品通关便利改革试点，铁路提单、多式联运“一单制”签发数量分别增长

10%、120%，物流成本下降 15%。

落地全市首个邻铁综合保税区和国际法务区，成功举办首届东盟·沙

坪坝投资贸易洽谈会，引进德国卡尔森等项目 11 个，落地海外基金 2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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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8亿元，比上年增长9.4%。

* 全社会公路客运量 186 万人，比上年下降 5.4%；公路货运量 3019

万吨，比上年下降 3.0%。

全年共接待旅游者 4595.7 万人，比上年增长 6.5%；实现旅游营业

收入 215.6 亿元，比上年增长 2.7%。

八、财政和金融

* 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6.8 亿元，比上年下降 9.7%。其中，税收

收入 21.1 亿元，比上年下降 17.6%。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04.0 亿元，比

上年下降 4.2%。

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全年实现金融业增加值 107.5 亿元，比上年增长

5.0%。2024 年末，全区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3064.8 亿元，比上年

末增长 8.1%，其中，人民币存款余额 2922.4 亿元，增长 11.9%。金融

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 2634.7 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2.2%，其中，人民币

贷款余额 2495.2 亿元，增长 5.7%。保费收入比上年增长 6.9%。

* 全区拥有银行分支机构 35 家，证券机构 8 家，保险机构 12 家，累

计注册新型金融机构 14 家，其中小额贷款公司 10 家，担保公司 1 家。

九、城乡建设和生态环境

城市品质不断改善。新增市政道路 2.2 公里，滨江贯通工程二期投

用。建成山城步道 10 公里，新增公共停车位 1500 个、超充站 66 个。道

路交通治理经验获评全国精品案例。改造老旧小区 249 万平方米，整治

CD 级危房 10 万平方米。夏大湾公园建成投用，新增城市绿地 67 万平方

米，整治违法建筑 52.5 万平方米。乡村振兴全面推进。新建“四好农村

路”50 公里，提升农房风貌 140 余栋，改厕 500 户。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达 100%。建成巴渝和美乡村引领镇 1 个、重点村 2 个。新发展集体经济

项目 20 个，培育“强村公司”26 个。

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新改建排水管网 40 公里，西永污水处理厂扩建

工程完工，土主污水处理厂主干管网建设竣工，嘉陵江、梁滩河水质稳定

达标。治理污染土壤 30 万立方米，创建“无废城市细胞”46 个。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 317 天，优良率达 86.6%，细颗粒物年均浓度 29 微克 / 每立

方米，区域环境噪音平均值 51.2 分贝。

十、科技创新

创新能力持续激发。全国首个器官智能生物制造工程中心建成投运，

落地重庆大学工业母机创新研究院，水泵厂入选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吉芯科技获评国家重点“小巨人”企业，新增“专精特新”企业 36 家、科

技型企业 427 家、高新技术型企业 52 家。数智科技概念验证中心投运，6

项高价值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引进领军人才 300 人，成立知识产权运营中心。

全年授权专利数 5173 件，其中，授权发明专利数 2671 件，比上年

增长 8.8%。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 81.6 件，比上年末增长 12.1%，其中，

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 30.4 件，比上年末增长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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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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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达 100%。年末公共图书馆总藏书量 107.8 万册，年读者流通量 82.1

万人次，年书刊借阅数 59.7 万册次，开展《星期日讲座》特色服务 21 次。

全区举办大型群众文化活动 156 场次，街镇文化站群众文化活动 35 场次，

广场故事活动 42 次，参与群众文化活动观众达 24.8 万人次，群众文化创

作荣获全国级奖 18 个，群众文化创作荣获省（市）级奖 33 个。

全区体育场地面积 462 万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3.1 平方米。

* 全区共有各类教育事业单位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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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所，幼儿园 199 所。共有专任

教师 10197 人。其中，普通中学教师 3505 人，中职学校教师 712 人，小

学教师 3864 人，幼儿园教师 2116 人。

* 年末全区共有各级卫生机构 619 个，其中医院 27 个，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站）17 个，乡镇卫生院 4 个。卫生机构实有床位数 9351 张。其

中，医院床位 8498 张，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床位 665 张，乡镇卫生

院床位数 156 张。全区共有卫生技术人员 12162 人。其中，执业（助理）

医师 4668 人，注册护士 5743 人。

十二、居民生活消费和社会保障

全年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2689 元，比上年增长 3.4%。其中，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3355 元，比上年增长 3.4%；农村常住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9767 元，比上年增长 3.9%。城乡收入比 1.79 ∶ 1，

城乡收入比进一步缩小。

全年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39447 元，比上年增长 2.9%。其中，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39972 元，比上年增长 2.9%；农村常住居

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21385 元，比上年增长 2.5%。

* 全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 52.3 万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 6.3

万人，工伤保险参保 24.5 万人，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41.1 万人，城乡

居民合作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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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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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比价计算。

3、公报中的就业、客货运量、财政、文化、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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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部分数据因取舍不同而产生的计算误差未作机械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