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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谋发展 奋楫笃行谱新篇
——2024 年忠县经济运行综合情况分析

2024 年，忠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市委、

市政府工作要求，突出党建统领和稳进增效、除险固安、改革突

破、惠民强企工作导向，紧扣县委“1116”总体工作思路，落实

落细各项存量政策和“一揽子”增量政策，有效激发经济发展活

力和内生动力，全年经济发展呈现“平开、中高、后稳”特点，

经济向上向好发展态势进一步巩固，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一、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全县地区生产总值（GDP）

同比增长 6.7%，增速比全国（5.0%）、全市（5.7%）分别高 1.7

个百分点和 1.0 个百分点；在全市和渝东北片区分别排第 6 位和

第 2 位。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 2.0%；第二产业增加值

增长 5.8%；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 8.8%。三次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分别为 10.5%、41.8%和 47.7%。

（一）农业生产保持平稳，粮食安全底线牢固。2024 年，全

县深入实施“十百工程”，围绕“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持

续发力，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取得积极进

展，全县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99.22 亿元，同比增长 2.3%。一

是粮油生产均呈“三增”。全县粮油生产再获丰收，粮食产量连

续 17 年稳定在 40 万吨以上。全年粮食播种面积 114.68 万亩、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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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0.39 万亩；产量 41.29 万吨、增长 0.7%；亩产 360.05 公斤、

增加 1.15 公斤。油菜籽播种面积 19.77万亩、增加 0.35 万亩；产

量 3.03 万吨、增长 3.2%；亩产 153.52 公斤、增加 2.05 公斤。二

是农畜产品供给充足。全年果蔬生产增长较快，蔬菜产量 41.84

万吨、增长 3.4%；水果产量 58.29万吨、增长 8.9%，其中柑橘产

量 48.60万吨、增长 9.2%。畜牧生产下滑态势收窄，生猪出栏 66.88

万头、下降 8.7%；生猪存栏 36.81万头、下降 6.3%，降幅分别较

前三季度收窄 0.4 个和 3.8 个百分点。三是农业现代化水平持续

提升。加快耕地综合生产能力提升速度，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 6

万亩，完成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5.96 万亩。年末农业机械总动力

68.4 万千瓦，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61.28%，高出全市

2.58 个百分点。

（二）工业经济保持稳增，“稳定器”作用再次凸显。全县

紧扣“双千亿”目标、围绕全市“33618”现代制造业体系构建

“2+4”现代制造业集群，深入实施“四定八帮”专班服务机制，

工业经济总体保持平稳增长。一是工业总产值实现新突破。优势

产业有力支撑全县工业增长，全口径工业总产值突破 700亿大关，

支撑全县工业增加值增长 6.2%，对全县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23.6%，拉动 GDP 增长 1.6 个百分点。二是特色工业增势较好。

“2+4”现代制造业集群“三增三降”，规上工业中果蔬加工、智

能制造装备产值实现两位数增长，分别增长 20.6%、10.6%，新能

源材料产值增长 2.9%，有力支撑全县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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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市和渝东北片区分别排第 22 位和第 5 位。三是小微和民营

企业生产向好。全县在库的 89 家规上工业企业中 86家小微型企

业产值合计增长 3.9%，拉动全县规上工业产值增长 3.7个百分点。

84 家规上民营企业中有 42 家产值同比增长，增长面达 50.0%，

同比提高 5.7 个百分点。

（三）服务业增势较好，支撑引领作用明显。受生活性服务

业、新兴服务业较快增长拉动，叠加文旅经济快速发展，服务业

经济整体运行态势良好。一是支撑拉动作用明显。全年服务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8.8%，增速比 GDP 高 2.1 个百分点，在全市和渝

东北片区分别排第 4 位和第 1 位；占 GDP 比重达 47.7%，同比提

高 0.6 个百分点，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59.7%，拉动全县经济增长 4.0 个百分点。二是营利性服务业贡献

突出。营利性服务业五个行业门类对 GDP 贡献率达 32.0%，拉动

全县经济增长 2.2 个百分点。规上营利性服务业中除信息传输、

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受总部经济影响持续下降外，其余四个行业

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迅猛，1-11月营

业收入增长 86.6%，有力支撑该行业拉动 GDP增长 1.7个百分点，

拉动力在 GDP 核算的 19 个行业门类中排第一。三是现代服务业

发展态势良好。全县现代服务业发展活力持续释放，以交通运输

仓储邮政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行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

增长较快，合计拉动 GDP 增长 2.1 个百分点。

（四）投资规模稳步扩大，工业投资增长较快。在抓项目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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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抓发展的鲜明导向下，全县深入实施重点项目“四专周赋色、

月推季考核”工作机制，坚持打表推进、闭环落实，把项目建设

形成更多实物量。全年投资增长 15.0%，增速在全市和渝东北片

区分别排第 8 位和第 4 位。项目投资带动明显。用好用活用足超

长期特别国债、中央预算内投资等“稳投资”专项政策，抢抓项

目开工建设进度，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全县项目建设投资增长

23.2%，增速比整体投资、房地产投资分别快 8.2 个、52.7 个百分

点；对整体投资贡献率为 130.7%，拉动整体投资增长 19.6 个百

分点，对稳定全县投资增长发挥出“压舱石”作用。基础设施投

资明显加快。随着渝万高铁、忠州八景配套项目加快建设推进，

一大批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加速放量，全县基础设施投资持续发

力。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16.0%，增速较上年提高 17.8 个百分点。

工业投资增长迅猛。工业投资增长 34.9%，增速分别在全市和渝

东北片区排第 10位和第 5 位；工业投资贡献率达 50.8%，拉动整

体投资增长 7.6 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 22.7%，比整体

投资快 7.7 个百分点。

（五）消费市场运行平稳，消费动能持续释放。全县积极推

进国家、市级促进消费系列政策落地见效，持续举办爱尚忠州·惠

民消费系列活动，着力夯实消费增长基础，消费品市场总体呈现

平稳运行态势。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87.03 亿元、增长

3.9%，增速比全市平均水平高 0.3 个百分点。多数类商品实现增

长。从限上商品零售类值看，全县 22 类主要商品中 21 类商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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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正增长，发展态势整体良好。其中 9 类商品零售额增速达两位

数，体育娱乐用品类、家用电器音像制品类、棉麻类增长最快，

分别增长 18.2%、18.9%、35.8%。网络零售保持活跃。加快推进

电子商务发展，支持传统商贸企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不断优化

电商发展生态。全年限额以上单位通过互联网实现的商品零售额

增长 18.0%，增速高于全县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 10.3 个百分

点，拉动全县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增长 0.5 个百分点。绿色

消费需求旺盛。积极落实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发放补贴

1637.65 万元，激发绿色消费活力，限额以上单位能效等级为 1

级和 2 级的商品零售额增长 21.0%、智能家电音像器材商品零售

额增长 14%。新能源汽车相关促消费政策延续，居民购车换车意

愿持续高涨，新能源车销售继续火爆，限额以上单位中新能源车

销售增长 91.2%，快于汽车类销售 92.4 个百分点。

（六）对外渠道不断拓展，外贸出口扩容增量。积极融入西

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成功开通“忠县—东盟”跨境公路班车，新

生港国内集装箱班轮成功首航，有力促进资源要素跨区域流通，

地方对外贸易业务拓展有效激发。一是外贸基础不断巩固。外贸

“朋友圈”不断扩容，出口国家和地区由东南亚小国向中东、非

洲等地不断拓展；外贸主体持续增量，全年新增外贸主体 13 家，

累计达到 85 家。二是外贸业务持续扩大。外贸商品由传统农特

产品稳步向医药品、二手汽车、工艺品延伸，外贸业务量在俄罗

斯等地持续攀升，全年实现进出口总额 1.2 亿元，增长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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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全市 19.2 个百分点。三是对外影响显著增强。忠州佳品首次

参加东盟博览会；2 个外资项目落户忠县，刷新 5 年来外商直接

投资额最高记录；跨境电商交易额实现“零”突破。

（七）财税金融运行平稳，要素保障有力有效。财政收入保

持稳健。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7.52 亿元，增长 10.1%，保持

两位数增长。其中，税收收入 14.60 亿元，增长 14.6%，增速排

全市第 1 位，资源税和土地增值税成为税收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税种。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82.38 亿元，同比增长 7.0%。其中国防、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城乡社区、交通运输、住房保障、节能环

保等方面财政投入力度较大，分别增长 492.4%、324.5%、147.3%、

56.6%、45.5%、36.4%。金融支持明显增强。从总量上看，流动

性合理充裕，金融总量持续增长。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1159亿元，同比增长 9.2%；贷款余额 427.7 亿元，同比增长 9.9%。

从结构上看，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精准支持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年末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41.0%，比各项贷款增速高

31.1 个百分点；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6.3%，比各项

贷款增速高 6.3个百分点。电力供应保障有力。全社会用电量 19.21

亿千瓦时、增长 26.4%，增速比上年提高 32.7 个百分点。其中，

工业用电量 10.77 亿千瓦时、增长 32.6%，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56.1%；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4.31 亿千瓦时、增长 19.7%。

（八）居民收入增长加快，民生保障持续改善。一是居民收

入稳步加快。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7340元、增长 5.6%，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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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季度快 0.8 个百分点；增速在全市和渝东北片区分别排第 10

位、第 8 位，较前三季度分别前进 10 位和 1 位。分城乡看，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0371 元、增长 4.6%，增速在全市和渝东

北片区分别排第 7 位、第 4 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3483

元、增长 5.8%，增速在全市和渝东北片区分别排第 12 位、第 8

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比为 2.14：1，较

上年同期缩小 0.03。二是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积极推动稳就业各

项举措落实，统筹推进稳岗支持和扩岗激励，为全县就业稳定提

供了根本保障。全年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5.4%，排渝东北第 2

位；新增城镇就业 5371 人、下降 8.6%，较上年同期提高 38.6 个

百分点；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3404 人、增长 41.3%。三是社会保障

成效较好。全年城镇职工医保参保 7.78 万人、增长 2.5%；城乡

居民医保参保 72.02万人、下降 2.4%；失业保险参保 3.29 万人、

增长 2.1%。截至 12月末，全县享受低保人数 1.71万人、增长 1.6%；

支出低保金额 11267万元、下降 0.7%。

二、经济发展压力犹存，巩固向好态势仍需加力

（一）经济稳增长压力加大，行业恢复不及预期

一是部分指标增速存在差距。从年初目标看，GDP 等 7 项主

要指标与年初目标存在差距，其中 GDP 差 0.3 个百分点、第一产

业增加值差 2.8 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差 3.8 个百分点、规上工

业增加值差 4.7 个百分点、注册地建筑业企业总产值差 1.0 个百

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差 6.1 个百分点、全体居民人均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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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收入差 1.4 个百分点。从全市平均水平看，部分主要指标低于

全市平均水平，一产业增加值低于全市 0.4 个百分点；规上工业

增加值低于全市 1.0 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幅度比全市

扩大 5.8 个百分点。二是部分指标优势下滑。从指标增速看，GDP、

一产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规上工业增加值、注册地建筑业企

业总产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较前三季度均不同程度下

滑，分别下滑 0.4 个、0.4 个、0.3 个、0.7 个、1.4 个、0.8 个百分

点。从排位情况看，规上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两个

指标增速渝东北排位较前三季度出现后移，均后退 3 个位次。三

是部分行业负增长影响较大。全县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 22.0%导

致房地产业增加值下降 1.5%，对全县 GDP 增长下拉 0.1 个百分

点；规模以上信息传输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下降 37.5%

导致该行业增加值下降 0.1%。

（二）产业发展瓶颈突出，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一是畜牧业持续低位运行。近年来，畜禽养殖成本居高不下，

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养殖意愿持续走低，畜牧业持续下行。全年

实现畜牧业产值 25.50 亿元，下降 7.6%（可比价），下拉农林牧

渔业总产值 0.9 个百分点。二是工业生产承压运行。面对市场需

求不足、产品价格波动较大、企业生产经营信心不足等问题，工

业经济恢复不及预期。一方面企业下降面继续扩大，全县 89 家

规上工业企业中，有 47 家企业产值同比下降，企业下降面达到

52.8%，比三季度扩大 11.2 个百分点。另一方面行业下降面继续



— 9 —

蔓延。列统的 24 个行业大类中，有 13 个行业大类产值同比下降，

行业下降面达到 54.2%，比三季度扩大 12.5 个百分点。三是商贸

行业下滑明显。全年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四大行业销售额（营

业额）增速较前三季度均不同程度下滑。其中批发业受总部企业

退库影响较大，限上批发业销售额下降 2.0%，较前三季度回落

3.4 个百分点；零售、住宿、餐饮行业增速分别为 10.5%、6.8%、

8.2%，较前三季度分别回落 0.8 个、1.1 个、2.3 个百分点。四是

建筑领域持续低迷。一方面房地产市场继续下探，全年房地产开

发投资下降 29.5%，同比扩大 17.4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面积同

比下降 22.0%，连续 36个月呈负增长。另一方面建筑业增长动力

逐步衰减，受房地产行业萎缩影响，建筑业产值增速逐步放缓，

建筑业对 GDP 的支撑拉动作用明显减弱。五是其他服务业受总

部经济影响较大。规上服务业中营业收入纳入核算的五大行业，

除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外，信息传输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租

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娱乐业

等 4 个行业总部结算企业影响较大，行业数据缺乏稳定性。如规

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受众合共赢总部企业影响，

营业收入连续 4 个季度呈现负增长，下拉其他服务业 29.1 个百分

点，导致营利性服务业营业收入呈 2 位数下降。

（三）投资空间不足，持续增长压力较大

今年全县固定资产投资继续保持了两位数增长，但重点项目

支撑乏力、房地产投资持续疲软等问题依然严峻，稳投资促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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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较大。一是项目投资空间不足。2024 年末结转投资项目 278

个，剩余投资 184.67 亿元，同比下降 21.9%，其中 5000 万元以

上项目剩余投资空间 156.34 亿元，同比下降 25.5%。二是房地产

投资疲软态势依旧。2024 年末结转房地产投资项目 32 个，剩余

投资空间 20 亿元，同比下降 6.3%。商品房新开工面积比上年减

少 4.52 万平方米，下降幅度比上年扩大 50.9 个百分点。三是高

技术投资增长乏力。高技术产业投资总体下降 15.9%，其中高技

术制造业下降 22.7%。

（四）“四上”主体稳定性不高，经济贡献度较小

一是在库企业小微型多、大中型少。在库“四上”企业中大

中型企业占比偏小，支撑作用不强。截至目前，全县在库“四上”

企业 517 家，大型企业仅 4 家、中型企业 63 家，大中型企业占

13.0%；小微企业占比最高，达到 87.0%，龙头企业、骨干企业明

显偏少。二是新进企业贡献弱。绝大多数升限企业为存量企业，

带基数入库，对行业发展贡献小。近 3 年全县新入库企业 161 家，

其中存量企业 119 家，占比高达 73.9%，新入库企业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偏低。三是入库企业稳定性不高。快进快退现象较为突

出，近 3 年退库企业 77 家，其中 37 家为近五年新入库企业，占

退库企业的比重高达 48.1%。

三、对策建议

2024 年全县经济运行延续恢复向好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

得新成效。但当前市场需求仍显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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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下阶段，全县上下要全面贯彻

落实中央、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紧紧抓住国家、市级政策红

利释放机遇，围绕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消费提振、主体培育真

抓实干，确保“十四五”圆满收官、“十五五”良好开局。

（一）靶向聚力产业发展，持续增强经济实力。一是推动一

产提质增效。围绕稳粮油、强果蔬、兴畜禽发展思路，坚持稳面

积、增产能两手发力，依托“一主两辅”产业，在特色农产品精

深加工、电商农业、直供直销、农旅融合、休闲农业等方面下功

夫，做好一产“接二连三”文章。二是推动工业融通发展。强化

工业经济转型升级思维，落实好“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30 条”

等各项优惠政策，支持天地药业、海螺水泥、特瑞新能源等骨干

企业延伸产业链，带动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良好局面。三

是推动三产提档升级。加快推动忠州巷子、中博、滨江、香山湖、

红星桥等 5个特色商业街区提档升级，充分发挥忠州农批智慧城、

五洲国际邮政县级物流配送中心优势，大力发展高端化生产性服

务业、品质化生活性服务业，促进全县三产业提档升级。

（二）扬鞭加力项目建设，持续增添发展动力。一是实化招

引举措，推进项目“储得多”。紧盯“2+4”现代制造业集群精准

招商，围绕“招龙头、引上游、接下游、带配套”的思路，以优

势特色产业吸引大项目、好项目落地，培育、引进一批支撑性强、

带动力足的产业项目。聚焦“双 50”目标、“一江两岸四片区”

城市格局、“十五五”规划等一体谋划、精心储备一批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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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短板、增后劲、利长远的重大项目。二是优化管理机制，项目

推进“零障碍”。深入推进“落地项目 1 个月内签约、签约项目 3

个月内开工”专项行动，各级各部门要围着项目转、盯着项目干，

切实解决新开工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拆迁安置、土地使用、资

金配套、环评、安评等一系列问题。同时加强项目进展情况跟踪

排查，实施“一对一”贴心服务和“一跟到底”闭环服务，确保

项目建设顺利推进。三是强化统筹调度，推进项目“加速跑”。

坚持“四专周赋色，月推季考核”工作机制，加强跟踪协调，压

紧压实项目统筹调度，全力抓好市县级重点项目建设服务，推动

现代农业柑橘产业园、肯昇年产 3 万吨橙汁加工等重大项目加快

建设，努力把项目建设“施工图”变为“实景图”，尽快形成更

多实物工作量。

（三）精准发力提振消费，持续释放内需潜力。一是持续实

施消费促进政策。要扎实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走深走实，最

大限度释放政策红利。统筹推动汽车换“能”、家电换“智”、家

装厨卫“焕新”以及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继续深挖新能源汽车、

家用电器、家居建材等大宗商品消费新增量。二是进一步改善居

民消费预期。各职能部门要集思广益、深入调研，提高政策的可

执行性和精准性。要精准落实国家和重庆市各项促消费政策，强

化金融、财政、就业等各项政策协同联动，发挥好政策措施的整

体效应，确保政策红利惠及每家企业，全面激发和释放消费市场

主体活力。三是进一步打造提升消费环境。锚定“一县三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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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提档升级“忠州八景”，以万达广场、农批智慧城、五洲国

际等为重点，打造文商旅体多元融合发展的忠州商圈，抓好忠州

巷子等特色商业街经营，优化商贸供给和流通体系，创新消费模

式和消费场景，促进消费提质扩容。

（四）齐心协力培育主体，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一是提升服

务水平高度，推动经营主体便利登记。贯彻落实好“先照后证”

“证照分离”“个转企”、个体经营者变更等商事制度改革，持续

推进“一件事”惠企举措，不断优化企业开办、变更、注销联动

办理。二是提升政策扶持强度，帮助企业优质高效发展。坚持“四

定八帮”专班服务机制、“走宣解”工作机制，打好助企纾困“组

合拳”，深入企业一线针对性研究帮扶策略，找准政策切入点，

在市场准入、贷免扶补、创业担保贷款、税费减免等方面给予支

持引导，实现扩增量、提质量，不断激发市场活力。三是提升精

准帮扶力度，助推市场主体梯次发展。坚持把“分类帮扶、激发

活力、服务发展”作为推动市场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做到分层分类、精准帮扶，切实形成“服务好、精准高、

落得实”良好服务格局，助推形成“个转企”“小升规”梯次培

育良好发展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