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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重庆市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全面深

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紧扣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做好“六稳”工作、

落实“六保”任务，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市经济总体呈现恢复性

增长态势，地区生产总值实现 2.5万亿元，各项主要经济指标稳中向好，高质量发

展态势明显，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全市金融业立足服务实体经济根本要

求，倾情倾力支持全市抗疫保供、复工复产、稳企业保就业和脱贫攻坚收官，有序

推进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加快金融改革创新，为全市经济复苏发展营造了合理适宜

的金融环境。全年全市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8101亿元，同比多增 2131.4亿元，各

项贷款增速高于全国水平。

经济运行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一是紧扣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促进经济稳步复

苏。2020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3.9%。基建投资发挥“压舱石”作用，

5G基站、高铁轨交等“两新一重”项目支撑带动作用凸显。工业投资回稳向好，高

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新增长点贡献提升。新能源、智能化和高端化汽车消费增

长，有力拉动消费市场回暖。网络消费新业态活力加快释放，限额以上网上零售额

增速高达 45%。进出口连续三年保持两位数增长，贸易方式优化，外贸市场趋于多

元。对外开放稳步扩大，全年实际利用外资 102.7亿美元。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空

气优良天数全年占比超过 90%，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建设取得新成效。二是三次

产业稳中有增，新兴动能拉动有力。农业产值稳步增长，粮食产量创十年新高，农

村人居环境有效改善，18个贫困区县、190.6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摘帽脱贫。工业

经济稳定增长，企业利润好转。传统支柱产业转型升级成效初显，汽车、电子信息

产业较快增长，有力支撑工业经济回升。高技术产业和数字经济拉动有力，增加值

分别增长 13.3%和 18%以上。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的现代服务业新业态快速发展，

助推全年服务业增加值逆势增长。三是物价指数回稳，人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得



益于猪肉产能持续恢复，肉类价格高位回落，全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涨幅

逐步回稳，全年同比增长 2.3%。受工业及基础原材料需求偏弱影响，工业生产者出

厂价格指数同比下降 0.9%。城镇、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全国，城

镇调查失业率为 5.7%。

金融运行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一是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平稳运行，综合实

力稳步增强。银行业规模稳步增长，信贷资产占比持续提升。银行加大减费让利、

不良贷款核销力度，全年利润总额同比下降。证券业、保险业稳步发展。法人证券

公司评级提高，境内上市公司数量增至 57家，资本市场融资总量和交易额均大幅增

长。保险机构总资产突破 2100亿元，偿付能力充足率持续高于全国水平，风险保障

能力进一步增强。二是金融助力抗疫复产，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加大。企业贷款同比

多增，其中企业经营贷款全年新增量是上年同期增量的 2.9倍，有力支持企业复工

复产。以推广建设民营小微企业首贷续贷中心、开展重点领域专项行动等为抓手，

推动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取得良好成效、信贷结构更加契合实体经济需求。普惠

小微贷款余额突破 3000亿元，同比增长 28.8%。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涉农贷款、金

融精准扶贫贷款、产业扶贫贷款较快增长。利率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企业信贷融

资成本处于历史低位。直接融资供给有力，企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近 1100亿元。跨

境人民币货物贸易和直接投资结算额均创历史新高，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跨境人

民币防疫专项转贷款成功落地。深入发挥创投基金、地方转股平台融资作用，强化

资本市场对初创企业、小微企业的股权融资支持力度。保险业服务民生能力提升，

通过创新产品，针对性支持小微企业复工复产，提供风险保障超 400亿元。三是风

险防范化解有序推进。受疫情冲击，全市银行业不良贷款率较年初有所上升，但仍

明显低于全国水平。建立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重庆市），有力提升全市重大

风险防范处置协同能力。四是金融改革创新持续向纵深发展。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

（QDLP）对外投资试点等外汇管理改革创新试点获批开展。“长江绿融通”大数据

综合服务系统上线，推动绿色金融发展迈向更高水平。国家金融科技认证中心落户

重庆，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获准实施。全国性银行在渝分行建成全国领先的“5G+”

智慧网点。重庆农商行成为中西部首家获银行间市场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创设资质的

农村金融机构。重庆首单地方法人银行永续债、“债券通”小微金融债成功落地。



2021年，重庆市将进一步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点”定位、“两

地”“两高”目标，发挥“三个作用”和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要指示要

求，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行稳致远。在投资方面，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壮大、乡村振兴和城市提升等领域重大项目将为投资增长

提供支撑。在消费方面，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线下消费不断开放，叠加汽车、

家电等促销政策提振，消费将向常态恢复。在外贸方面，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

互通示范项目、自贸试验区等开放平台提档升级，东盟和“一带一路”新兴市场持

续开拓，将支持出口增长保持韧性。总体看，经济长期向好、高质量增长的基本面

没有变化，但疫情和内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仍将给经济运行带来压力。重庆市金融

业将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为加快构建

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有效的金融支持。认真贯彻落实稳健的货币政策，进一步提高

对实体经济的服务效能，围绕普惠小微、科技创新、绿色发展、乡村振兴等重点领

域，用好大数据等金融科技手段赋能，健全金融服务直达区县、园区、乡镇的体制

机制。做好互联网金融、债券兑付、非法金融活动等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和处置，筑

牢区域性金融风险防火墙。抓住更高水平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契机，稳妥推进贸易投

资便利化、跨境人民币、外汇管理等领域试点创新，持续推动金融科技、绿色金融

改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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