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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忠县一季度经济运行概况

今年以来，全县上下坚决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两

会”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

深入落实县委“1116”总体工作思路，突出稳进增效、除险固安、

改革突破、惠民强企工作导向，以开年就冲刺的状态和劲头，扎

实做好各项工作。主动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全力抓生产、

促消费、稳增长，经济发展起步平稳，主要经济指标运行在合理

区间。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一季度全县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GDP）122.29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6.2%。增

速比上年同期快 1.1 个百分点；比全国（5.3%）高 0.9 个百分点，

与全市（6.2%）持平；在全市和渝东北地区分别排第 20 位和第 7

位。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14.60 亿元，增长 2.9%，在全市

和渝东北地区分别排第 24 位和第 6 位；第二产业增加值 46.12 亿

元，增长 6.9%，在全市和渝东北地区分别排第 16 位和第 5 位；

第三产业增加值 61.57亿元，增长 6.6%，在全市和渝东北地区分

别排第 17位和第 3 位；三次产业结构比为 11.9:37.7:50.4。

一、农业生产总体平稳，生猪产能下降明显

一季度，全县实现农业总产值 22.7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

同比增长 2.5%，农业生产形势总体平稳。粮油生产形势良好。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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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各类农业经营体加大小春作物田间管理以及病虫害监测防治

力度，冬小麦、油菜籽等农作物长势良好，小春粮油作物有望再

丰收；春耕备耕稳步推进，全年种植意向监测数据显示，大春作

物意向种植面积同比增长 6.8%，秋收粮食安全有保障。“菜篮子”

“果盘子”供应充足。萝卜、榨菜头等根茎类蔬菜生产规模进一

步扩大，一季度蔬菜收获面积 4.92 万亩，增长 0.4%；实现蔬菜

产量 8.48 万吨，增长 4.0%；水果生产质效双提升，一季度实现

水果产量 28.64万吨，增长 9.8%，产量和增量均保持全市第一。

生猪产能下降明显。受高成本、低收益及疫情等多方影响，规模

养殖户积极性受挫，生猪规模化发展动能减弱。一季度全县生猪

出栏 20.02 万头，下降 10.1%；季末生猪存栏 33.99 万头，下降

18.1%，其中能繁母猪存栏 3.57 万头，下降 16.4%。

二、工业经济起势偏弱，重点行业引领增长

受个别骨干企业产量下降，以及主导行业面临的市场疲弱、

价格下滑等因素影响，全县工业经济整体呈现克难维稳状态。一

季度，全县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7%，增速比上年同期低 1.3 个

百分点。企业、行业增长面提高。全县纳统的 88 家规上工业企

业（包括分劈数据 2 家产业单位）中有 38家企业产值同比增长，

企业增长面达 59.1%，比上年全年提高 15.7 个百分点。纳统的 24

个工业行业大类中有 15 个行业产值同比增长，行业增长面达

62.5%，比上年全年提高 12.5 个百分点。重点行业、产业增长较

快。“2+4”制造业体系中智能制造装备产业产值同比增长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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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速比规上工业产值快 14.8 个百分点；对规上工业产值贡献率达

183.5%，拉动全县规上工业产值增长 2.2 个百分点。24 个行业大

类中占比前 4 位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非金属矿

物制品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等 3 个行业产值同比增长 11.4%；

对规上工业产值贡献率达 467.5%，拉动全县规上工业产值增长

5.6 个百分点。骨干企业贡献突出。特瑞新能源、忠润能源、宇

豪光学、新润星科技等 4 家骨干企业产值同比增长 23.1%；对规

上工业产值贡献率达 565.9%，拉动全县规上工业产值增长 6.8 个

百分点。

三、服务业增势较好，主要行业支撑有力

一季度，全县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6.6%，比上年同期快 2.9 个

百分点；对全县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50.8%，拉动全县 GDP 增长

3.1 个百分点。重点行业稳定增长。纳入核算的七大服务业行业

中，增加值呈现“六增一降”，其中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

邮政业、住宿餐饮业、金融业、其他服务业、农林牧渔专业及辅

助性活动均保持正增长，增加值增速分别为 6.9%、2.9%、9.0%、

4.2%、8.7%、10.0%；仅有房地产业增加值增速为负，同比下降

9.7%。多数营利性服务业快速增长。1-2 月，营业收入纳入核算

的规模以上营利性服务业的五大行业门类中，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文化

体育娱乐业营业收入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分别增长 53.6%、72.5%、

60.1%、18.8%。其他服务业支撑有力。以营利性服务业、非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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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服务业为代表的其他服务业贡献凸显，增加值增长 8.7%，增速

比全县 GDP、服务业增加值分别快 2.5 个、2.1 个百分点；占全

县 GDP 比重达 28.0%，比上年同期提高 1.7 个百分点；对全县经

济增长贡献率为 36.3％，拉动全县 GDP 增长 2.2 个百分点。

四、有效投资快速增长，结构不断优化

一季度，全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5.7%，增速较上年同期提

高 4.7 个百分点。建筑安装工程投资增长 13.7%，与资质建筑业

产值增长 10.8%合力支撑建筑业增加值增长 8.5%，对全县经济增

长贡献率为 22.1%，拉动全县 GDP 增长 1.4 个百分点。工业投资

增长迅猛。一季度工业投资增长 55.0%，增速居全市第三位、渝

东北第二位，达到近五年新高；工业投资贡献率达 64.0%，拉动

整体投资增长 10.0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 73.2%，比工

业投资、整体投资分别快 18.2 个、57.5 个百分点。民间投资明显

改善。随着各类投资政策的持续显效，投资环境不断优化，围绕

重点产业、重点项目持续拓展民间投资领域和渠道，民间投资者

信心显著增强。一季度民间投资增长 24.9%，占整体投资的比重

达 60.6%，较上年同期提高 4.4 个百分点；民间投资贡献率为

88.8%，拉动整体投资增长 13.9 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投资恢复

加快。随着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

业等高技术制造业投资规模加大以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专业技

术服务、科技推广和应用业等高技术服务业领域突破投资空白，

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同比增长 78.6%，较上年同期提高 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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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

74.2%、128.7%。

五、消费市场稳定恢复，网络零售保持活跃

年初以来，全县组织开展形式多样促消费活动，叠加居民春

节购物需求旺盛，消费品市场总体呈现稳定恢复良好态势。一季

度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6.2%，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0.7 个

百分点。生活类商品增长稳定。从限上商品零售类值看，一季度

全县 19 类主要商品中 16类商品实现正增长，发展态势整体良好。

粮油食品类、日用品类、中西药品类等基本生活类商品零售额增

速达两位数，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日用品类、中西药品类

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11.0%、16.2%、12.3%。绿色消费需求旺盛。

商家持续开展家电以旧换新等特色消费促进活动，深入推动绿色

消费领域潜力释放，限额以上单位能效等级为 1 级和 2 级的商品

零售额增长 19.6%。新能源汽车相关促消费政策持续生效，居民

购车换车意愿提升，新能源车销售持续火爆，限额以上单位中新

能源车销售增长 35.1%。网络零售保持活跃。加快电子商务发展，

支持传统商贸企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即时零售、直播带货、在

线文娱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迅猛。一季度，限额以上单位通过互

联网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增长 23.7%，拉动全县限额以上单位商品

零售额增长 1.0 个百分点；限额以上住餐单位通过互联网实现的

营业收入增长 34.8%，拉动全县限额以上住餐单位营业收入增长

0.4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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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持续稳增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一季度全县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5%，比

上年同期下降 0.1 个百分点；新增城镇就业 1363 人；城镇登记失

业人数 2652 人，下降 21.7%；全县结存登记失业人数 3198 人。

居民收入稳步增长。一季度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9647 元，

同比名义增长 4.3%。从收入来源看，全体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分别增长 4.3%、4.6%、4.3%、

4.2%。分城乡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908 元，同比名义

增长 3.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180 元，同比名义增长

4.9%。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一季度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

镇 1.7 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为 2.09：1，比上年同期缩

小 0.03，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持续下降态势。

七、要素保障有力有效，社会预期持续改善

财政收支稳定增长。一季度，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85 亿

元，增长 3.5%。其中，税收 3.15 亿元，增长 1.2%，资源税、房

产税、耕地占用税快速增长，分别增长 77.5%、382.9%、3190.6%。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5.62 亿元，同比增长 0.2%。其中文化旅游体

育与传媒、社会保障和就业、农林水、住房保障、灾害防治及应

急管理等方面财政投入力度较大，分别增长 37.6%、14.7%、37.7%、

193.3%、15.5%。金融保障有力有效。3 月末全县金融机构本外币

存款余额 718.48 亿元，同比增长 9.2%；贷款余额 401.97 亿元，

同比增长 5.4%。从投向上看，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力度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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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贷款主要投向制造业、基础设施项目等重点领域。3 月末金

融机构制造业贷款、普惠小微贷款、涉农贷款、绿色贷款同比增

速分别为 8.7%、16.4%、9.7%、19.6%，均明显高于全部贷款增

速。电力供应充足有力。一季度全社会用电量 4.43 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 15.9%；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 18.4 个百分点，高于全市平

均水平 9.9 个百分点。其中，工业用电量 2.52 亿千瓦时，增长

23.4%，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56.9%；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 29.7 个

百分点，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19.3个百分点。

当前经济基本面依然承压，经济下行压力依然突出，稳增长

的基础仍需巩固。下阶段，各部门要积极保障稳经济各项政策措

施落地见效，全力以赴抓招商、推项目、稳产业、强服务、保主

体，充分发挥全县“2+4”现代制造业集群发展优势，筑稳经济

恢复根基，全力推动全县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

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