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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金融运行报告（2022）》摘要

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

货币政策分析小组

2021年，重庆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

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两点”定位、“两地”

“两高”目标，发挥“三个作用”
①
，大力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扎实

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2.7万亿元，各项经

济指标稳中有进，经济发展保持良好态势。全市金融业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

深化改革创新，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水平，扎实做好金融风险防范化解，为全市经

济复苏、稳企业保就业和高质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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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20亿元，各项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国水平。

经济运行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一是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经济稳健复苏。

2021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8.3%。投资平稳恢复，两年平均增长 5%。

在“两新一重”等项目带动下，基建投资两年平均增长 8.5%，制造业投资较快

增长，拉动工业投资稳步增长。民生消费支撑有力，消费市场稳中向好态势更加

巩固，网络消费热度不减，其中限额以上餐饮企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餐费收入

两年平均增长 33.7%。进出口再创历史新高，对外开放稳步扩大，对东盟、欧盟、

美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二是三次产业稳

健发展，新增长极培育不断加快。全市三次产业两年平均增长 6.2%、6.0%、5.9%。

粮食产量连创新高，生猪产能恢复至正常年份水平，农业增加值、农产品加工业

①
“两点”即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两地”“两高”目标，即

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成为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三个作用”即在推

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发挥支撑作用、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带动作用、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

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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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值和网络零售额分别增长 7.8%、15.8%、17.5%。工业生产总体稳定，新兴动

能支撑有力，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8.1%、18.2%。

现代服务业增势良好，其中大数据、软件服务业、数字内容等拉动全市规上数字

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20.9个百分点。三是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总体

平稳。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两年平均增长 8.1%，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继续

缩小。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和娱乐等价格小幅

上涨，猪肉等食品价格持续回落，全年居民消费价格微幅上涨 0.3%。四是生态

环境持续改善。2021年，重庆全面落实长江保护法，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加快建

设，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54.5%，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保持为优，空气优良天数

达到 326天。

金融运行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一是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稳健运行。银行

业规模稳步增长，信贷资产占比提升，机构体系不断发展。证券业、保险业稳中

向好。境内上市公司数量增至 63家，股票交易额、开户数均大幅增长。保险机

构总资产突破 2400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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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加大，服务实体经济水平提升。人民银行

重庆营管部全年运用各项货币政策工具累计投放低成本资金 726亿元，同比增长

62%，指导银行机构搭建“1+5+N民营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金融服务港湾”等

线上线下综合融资服务平台，开展常态化、各区县全覆盖的融资对接行动，创新

信贷产品，融资信贷保障力度持续加大。2021年末，全市普惠小微贷款、绿色

贷款和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各项贷款整体增速，涉农贷款全年新增量实

现同比多增。利率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企业贷款利率处于历史低位，银行业通

过降低贷款利率等方式向实体经济让利 160亿元。直接融资渠道畅通，非金融企

业通过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务融资工具近 1600亿元，同比增长 42.1%。全年新增

上市公司 6家，法人证券公司为本地企业实现融资额同比增长近 2成，期货、风

险管理子公司服务市场项目数、企业数持续增长。保险业在医疗、养老、交通、

农业等领域不断优化服务水平。三是金融风险防范化解稳妥有序推进。人民银行

重庆营管部积极发挥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作用，在重大金融风险防范、不

良资产处置、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等领域增强工作合力，全市银行业资产质量继续

保持良好水平。四是绿色金融、对外开放等各项金融改革有序推进。“长江绿融

通”大数据系统不断完善升级。全辖 71家金融机构披露了气候与环境信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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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绿色信贷、绿色债券发行额高速增长。开展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试

点，在跨境金融区块链服务平台上线运行 6个应用场景，更高水平贸易投资人民

币结算便利化试点扩大至全市。

2022年是“十四五”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中国共产党将召开二十大。站

在新的历史节点，重庆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融入新发展格

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投资方面，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市级重大项目、

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2022年重大项目将为投资增长提供支撑。消费方面，

抓住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契机，加快培育品质消费、激发县乡消费、培育

新型消费，将进一步巩固消费回暖势头。外贸方面，中新互联互通项目、自贸试

验区等开放平台能级提升，高质量实施 RCEP行动计划、陆海新通道战略等，将

支持全市出口保持韧性。物价方面，预计猪肉等食品价格上涨将带动 CPI温和上

涨，PPI将趋于下行。也要看到，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将给

重庆经济发展带来不确定性。重庆金融业将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为推动全

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金融环境。认真落实稳健的货币政策，发挥好货币

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稳定性、促进信贷结构稳步优

化。推广建设“1+5+N金融服务港湾和首贷续贷中心”“1+2+N普惠金融到村”

基地，聚焦民营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制造业和科技创新、绿色发展、乡村振

兴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金融服务能力提升专项行动，提高金融服务覆盖面、可

得性、便利度。进一步释放利率市场化改革红利，促进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

做好问题企业、债券违约、非法金融活动等重点领域金融风险防范和处置。抓住

对内对外扩大改革开放契机，加快推进西部金融中心建设，持续推进绿色金融、

科创金融、金融科技、外汇服务和跨境人民币等领域改革发展。

全文链接：http://chongqing.pbc.gov.cn/chongqing/107671/4599914/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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