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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外贸增速连续 12 月稳居全国第一 

唐 纲 

 

亮点解读进出口增速 12月稳居全国第一     

2012年上半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5000亿元，达到 5307.19亿元，同比增长 14.0%，较全国平均水平高 6.2个百

分点。重庆经济逆势上扬。     

上半年重庆经济有一个最大的亮点，那就是重庆外贸。上半年，全市实现进出口总额 250.4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倍，高

出全国平均水平 166.0个百分点，增速连续 12个月位居全国首位。 

其中，出口总额 181.49亿美元，增长 2.5倍:进口总额 68.95 亿美元，增长 77.4%，增速均列全国第一，分别高出全国平均

水平己 36.2和 70.7个百分点。     

持续恶化的欧债危机使我国今年的进出口形势十分严峻，一大批与外贸相关的企业日子难过或相继倒闭，进出口业务量大

幅萎缩，而重庆的进出口量却能实现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166%的高速增长，“一枝独秀”，确实难能可贵。那么，是谁做出了突出

贡献呢 IT产业。     

重庆市统计局称，上半年，全市累计出口“重庆造”笔记本电脑 1761.2 万台，完成出口价值 60.4 亿美元，占全市出口总

量的三分之一，量值同比增速均达到 4.5倍。 

作为承接东部沿海城市的产业转移，以笔电产销为主的件产业在我市从无到有，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弥补了我市传

统外贸增速放缓的状况。 

增长源泉 IT成增长第一动力     

近年来，全市着力进行工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培育壮大产业集群，取得明显成效。特别是笔电产业从无到有、异军突

起，在今年这样的特殊环境、关键时刻充分发挥了“补位”作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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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稳增长。随着我市笔电产业集中放量，上半年全市生产计算机 2050.29 万台，同比增长 150.5%，其中笔记本电脑

1991.10 万台，增长 173.2%，从而带动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完成总产值 640.92 亿元，增长 132.0%，对全市

工业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36.9%，拉动工业增长 7.1个百分点，在很大程度上冲抵了其他传统产业生产欠佳的不利影响。     

二是促外贸。作为重庆出口新名片，上半年全市累计出口“重庆造”笔记本电脑 1761.2万台，完成出口价值 60.4亿美元，

占全市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量值同比增速均达到 4.5 倍。重庆为什么外贸在全国今年能够一枝独秀，与笔电的生产有很大的

关系。     

三是带就业。随着笔电产业集群逐步扩大，信息产业用工需求呈井喷式增长。上半年，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从业人员达 10万人，同比增长 1倍以上，与之相关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从业人员达 4 .1万人，同比增长 43.1%。    

四是降能耗。 

上半年，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完成增加值 155.20 亿元，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 9.6%;该行业用电量

28006.19 千瓦时，仅占规上工业用电量的 1.2%。换句话说，笔电产业用不到 2%的规上工业用电量完成了接近 10%的规上工业增

加值，有效降低了能耗，实现了工业的转型升级。       

“在上半年的工业运行中，电子行业成为拉动增长的第一动力。”市经信委主任沐华平表示，上半年，通信电子行业产值同

比增长 1.3倍，其净增量为 364.7 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净增量的 36.8%，在所有产业中居首位。       

“长期以来，重庆都存在着汽摩产业一业独大的产业结构，现在，这一问题已经得到根本改变，重庆产业结构已经达到‘最

佳黄金比例’。”沐华平说。     

 

据市经信委统计，上半年重庆汽摩产业总量占比由过去的 40%调整到 27.9%，其中汽车产业占比调整为 19%。电子产业由过

去几乎为零提高到现在的 15.4%，装备(10%)、化医(8.5%)、材料  (冶金 10%，建材 5.3%)、能源(8.7%)和轻纺(14.2%)竞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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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不断提高。另外，服装、空调、轮胎、甲醇、平板玻璃等传统产品在全国产销低迷的情况下，实现了产量大幅增长。       

“目前，重庆工业的产业结构已经类似于芝加哥，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均衡发展。”沐华平表示，这样一种结构避免了车市低

迷大背景下，市场对重庆工业的过多冲击，使本市的工业发展稳定性得到极大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