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7年是重庆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重庆直辖市的设立，为重庆的发展提供

了新的历史性机遇。全市人民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在中共重庆

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解放思想、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国民经济

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发展势头，各项社会事业取得了新的成绩，实现了直辖市建

设“一年起步”的战略目标。初步统计，全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37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

算比上年增长11.5%，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308亿元，增长4.0%；第二产业增加值582亿

元，增长13.1%；第三产业增加值485亿元，增长14.7%。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535元。在

经济社会发展中，农业基础脆弱，工业企业经济效益不佳，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等问题仍

然是制约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问题，在加快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过程中，企业

下岗人员和失业人员增多，就业压力增大，成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新的、突出的矛盾。

一、农业

农业生产连续五年获得好收成。1997年，全市农业增加值达到308亿元，按可比价格

计算比上年增长4.0%粮食生产创历史最高水平，总产量达到1185万吨，比上年增长1.1%，

水果、烤烟持续增长，油料与上年持平，茶叶比上年略有减少。畜牧、水产业继续保持发

展势头，全年出槽肥猪1699.7万头，比上年增长3.8%，肉类总产量达到141.9万吨，水产品

产量15.8万吨，分别比上年增长6.5%和12.2%。“菜蓝子工程”取得新成效，保障和丰富了

城市人民生活的供给，全年蔬菜产量608万吨，比上年增长1%。

农业生产条件有所改善。1997年末，全市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454.1万千瓦，比上年

增长10.7%；全年农村用电量23.5亿千瓦时，增长18.7%。

林业生产稳步发展。年内造林170万亩，比上年下降3.3%，四旁绿化植树1.56亿株。

乡镇企业持续发展。全市乡镇企业总产值达517亿元（现价，按新口径计算），同口

径计算比上年增长25.3%；营业收入474亿元，比上年增长30.7%；实现利税40.34亿元，比

上年增长19.1%。

二、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生产保持了较快增长，全年完成工业增加值49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

长12.4%。轻重工业生产大体同步增长，重工业仍然保持主导地位。国有工业企业生产增长

较慢，集体和其他经济类型工业企业发展步伐加快。



工业企业50强在全市工业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全年实现增加值82.09亿

元，占全市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40.9%；实现利税45.47亿元，高于全市乡及乡

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利税总额的40%；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139.21%，比全市乡及乡以上

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高出75.21个百分点。

在考核的工业产品产量中，汽车、原煤、天然气发电量、钢、钢材、铜材、铝材、化

肥等基础工业产品产量稳步增加。其中：汽车产量16.09万辆，比上年增长29.69%，化学农

药0.94万吨，增长21.4%；摩托车、彩电、冰箱、内燃机、金属切削机床等工业产品产量有

所下降。其中：摩托车产量176.82万辆，下降1.5%。

工业企业生产经营仍然面临较大的困难，全市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产销率为95.43%，比

上年下降0.39个百分点，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64%，比上年上升4.77个百分点。工业企业

亏损面达40%。

建筑业得到较大发展。预计全年完成建筑业增加值90亿元，同比增长33.9%。国有建

筑企业完成总产值60.30亿元，同比增长29.6%，竣工产值22.86亿元，同比增长22.2%，施

工房屋面积764.41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7.4%，竣工房屋面积221.10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41.3%。经济效益明显提高，预计全年可实现利税9.5亿元，同比增长30.1%，其中利润可比

上年增长33.2%，亏损企业比上年下降12.1%。

三、固定资产投资

1997年，全社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90亿元，比上年增长21.6%。其中：基本建设投资

增幅高达36.7%，更新改造投资只完成65.43亿元，比上年下降2.6%；房地产开发投资增幅

比上年提高3.1个百分点。电力工业、交通运输邮电业的建设投资力度加大，分别比上年增

长97.7%和26.5%。大多数重点项目建设进度较快，全年重点项目完成投资68.52亿元。1997

年是重庆市确定的交通建设年，全市加强以路桥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全年新建路交付

使用里程513公里，改建交付使用公路里程1505公里，继重庆长江二桥、丰都长江大桥竣工

通车之后，万县、涪陵、江津长江公路桥，武隆至彭水公路，嘉滨路和朝天门隧道等工程

也相继建成通车。渝长、长涪、渝黔、城区外环高速公路以及达万铁路等一批重点建设工

程全面开工，黄花园大桥、高家花园大桥等在建工程投资加大、进展加快。全市累计竣工

工程项目1826项（不包括私人投资和农村集体，下同），竣工房屋面积1154.78万平方米。



四、城市建设

1997年是我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的一年，全年用于城市公用设施建设的投资

达8.94亿元。唐家桥水处理厂、袁家岗立交桥等重点工程建成投入使用，解放碑步行街、

人民广场、菜园坝广场、沙坪坝绿色艺术广场、江北嘉陵广场、黔江新华大道、万县沿江

路等一批城市形象工程建成竣工，江北滨江路、涪陵体育场和体育馆已开工建设。年内新

建城市道路40公里，新增城市桥梁28座、路灯1.17万盏、年末城市公共汽（电）车累计达

到3579辆，城市道路总里程达2298公里，人行道面积达594.41万平方米。环卫有所改善，

年内新增环卫车辆80台，公共厕所168座。城市园林绿化建设取得新进展，城市绿化植树新

栽137万株，新建公园4个，年末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19.5%。市容、市貌和市内交通状况

有了较为明显的改观。

城市居民居住条件进一步改善，年内用于城市住宅建设的投资达50亿元，竣工住宅

741万平方米，新添城市居民住宅10.6万套，人均居住面积达到8.2平方米。全年城市用气

户新增4.6万户。

五、运输邮电

铁路、公路、水运、民航基础设施不断改善，运输能力有所增强，全市交通运输部门

完成货运量5929万吨，比上年增长5.2%，客运量27336万人次，增长13.9%。

邮电通信保持迅猛发展势头，全年完成邮电业务总量23.46亿元，比上年增长48.5%。

建成重庆南环光缆和西渝光缆重庆段，实现电话号码升八位，电话用户累计达132万户，有

21个区市县进入重庆本地电话网。全年净增市（农）话用户34.75万户，净增移动电话用户

10.14万户，净增无线寻呼用户13.3万户。

六、国内商业和市场物价

1997年，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07.9亿元，比上年增长14.02%。农村消费品

市场明显好于城市市场，城市消费品零售额2779亿元，增长9.95%，农村消费品零售额230

亿元，增长19.33%。公有制商业实现消费品零售额199.2亿元，比上年增长4.13%，非公有

制经济实现消费品零售额308.7亿元，比上年增长54.5%，非公有制经济在全市商业零售额

中占60.8%，起着主导的作用。



市场建设成效显著。建成解放碑中心购物广场、大都会广场、家乐福直销商场和重庆

旧货调节市场，万县、涪陵、黔江、江北、沙坪坝、九龙坡等地区性商贸中心建设步伐加

快。城乡集市贸易活跃，全市集贸市场达到2365个，成交额352.23亿元。

得益于国家宏观调控的见效和有效供给的大幅度增加，市场物价涨幅持续回落。1997

年全市物价涨幅创近几年来新低。全年城市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为101.7%，比上年回落4.4

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为103.3%，比上年回落6.4个百分点。在经济高增长的同

时，实现了物价低增长。

七、对外经济

对外经济取得新进展，全年外贸进出口总值（海关口径）16.7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5.9%；当年新批利用外资项目（企业）285个，比上年增长78.9%，实际利用外资金额9.41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倍；年末实有注册的外国和港澳台地区在渝直接投资企业1967个，

注册的各类海外分支机构156个。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引资取得新成绩，全年引|进外

商投资企业32户，投资总额8957万美元，新注册内资企业25户，注册资金1.04亿元。

1997年，全市旅游业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国际旅游创历史最好水平，全年接待海外

旅游者25.94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1.05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58.8%和49.0%。

八、财政、金融、保险

财政形势稳定。全年完成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73.95亿元，比上年增长15.4%，地方财

政预算内支出115.36亿元，比上年增长15.7%。

金融改革取得新进展。年内引进外资银行分行1家，代表处1家，国内其他商业银行分

行1家，增设了15个证券网点。1997年是新增上市公司数量最多的一年，全年新增上市公司

8家，发行股票共筹集资金25.3亿元。金融运行平稳，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1082.27亿

元，比年初增长23.2%，贷款余额1156.13亿元，比年初增长22.2%。其中：银行存款余额

826.13亿元，贷款余额1015.1亿元，分别比年初增长25.0%和24.3%。全市国家银行现金净

回笼30.96亿元，超额完成目标任务。

保险事业险种增多，承保金额增加，年末全市保险公司承保总额达2736亿元，保险业

务收入22.47亿元，其中，财产险11.18亿元，人身险11.29亿元。赔款支出7.67亿元，其



中，给付财产保险赔款4.44亿元，人身保险支出3.23亿元。1997年，全市有162.90万职工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有158.59万职工参加失业保险，有55.40万离退休人员参加离退休费社

会统筹，有1.8万失业职工领取了失业救济金。

九、科学技术和教育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取得了新成效。实施科技“百亿

工程”全年到位资金10亿元，新增销售收入155亿元，新增利税18亿元。新上各类科技项目

499项，完成市级重大科技成果175项，其中获国家、省级科技进步奖18项。受理专利申请

1006件，授权专利达339件。技术市场交易活跃，全年签订技术合同3607项，成交金额4.8

亿元。民营科技企业进一步发展，全年，民营科技企业技工贸总收入50亿元，比上年增长

25%。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作用进一步发挥，区内企业已超过2500个，技工贸收入达

50亿元，比上年增长42.8%，利税总额达到6.5亿元，增长44.4%，全年协议投资总额1.66亿

美元，其中协议引进外资8360万美元。

教育事业有了新的发展。全年校舍建设投资78亿元，竣工房屋面积190万平方米。普

通高等教育招收本专科学生2.6万人，比上年增长4.42%，本专科在校生人数8.73万人，比

上年增长13.38%。希望工程建设取得初步成效，利用外资修建希望小学4所，儿童入学率上

升，中小学生辍学率下降。1997年累计完成“两基”的人口覆盖率40%，7-11周岁学龄儿童

入学率上升到99.6%，中小学生失学率分别为0.44%和4.08%。小学在校学生达285.43万人，

比上年增长4.28%，初中在校生达到86.90万人，比上年减少3.68%。成人教育进一步发展，

成人高等教育全年招生0.94万人，成人技术培训学校在校人数260.25万人，均比上年有所

增加。

十、文化、卫生、体育

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事业取得新成就。年内制作广播剧1部3集，电视剧4部

25集。重庆广播电台每日播音38.16小时，重庆电视台每周播出时间130.30小时。年内共出

版图书1389种，总印数达11278.6万册，建成了重庆市图书馆特藏书库。文艺创作再添新

绩，电视剧《山城棒棒军》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歌剧《巫山神女》进京展演引起轰

动，重庆市歌舞团进京参加中央电视台庆祝十五大文艺演出，受到好评。



卫生事业不断发展，又有一批区县通过了省级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审评。年末全市

卫生机构达到4743个，床位6.6万张；卫生技术人员8.84万人，其中医生4.32万人，平均每

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2.9人。

全民健身计划进展顺利，全市体育人口已达1112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37%。1997

年，重庆首次单独组团参加全国八运会，团体总分列24位，夺得银牌2.5枚，铜牌2.5枚；

重烟红岩足球队奋力冲进甲B；重庆围棋队跻身全国甲级队。承办前卫寰岛足球队、八一男

蓝、火车头队女蓝的主场比赛获得了成功。

十一、人口和就业

计划生育成绩显著，全市人口低速增长。1997年，全市人口出生率为13.6‰，死亡率

为7.36‰，自然增长率为6.24‰。年末全市总人口为3042.9万人，比上年增加20.13万人，

增长0.67%。

劳动就业工作得到加强。1997年，全市各级政府采取多种措施解决就业问题，年末全

市从业人员达到1690万人，比上年末增长0.2%，其中城镇从业人员369万人，比上年末增长

3.4%。在城镇从业人员中，职工人数289.3万人，比上年末下降1.8%；三资企业和城镇私

营、个体从业人员91.4万人，比上年末增长26.9%。全市40万企业下岗人员中，已有21.3万

人通过多种渠道、各种方式实现了再就业，其中到私营企业和从事个体经营的达16.3万

人。年末全市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47%，比上年末上升0.49个百分点。

十二、移民、扶贫和人民生活

重庆市坚持把移民、扶贫工作摆在工作的重要位置，完成了阶段性移民、扶贫任务。

全年完成移民项目投资15.52亿元，建成集镇道路21公里，建成房屋50万平方米；完成一期

水位线以下1.1万名移民安置和64个工矿企业搬迁，确保了大江顺利截流。加大了扶贫工作

力度，全市组成21个扶贫集团开展对口扶贫，投入资金5.8亿元，龙宝、忠县、南川黔江、

潼南等5个区县（市）成建制越温脱贫，全年有110万农村贫困人口基本解决了温饱。

1997年末，全市职工平均工资为5502元，比上年增长98%，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

增长6.3%。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323元，比上年增长5.6%，农民人均纯收入1643.21

元，比上年增长14.5%，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分别增长2.2%和6.28%。居

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580.67亿元，比年初增长1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