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四川经济总量超
过4万亿元，2021年迈上5万
亿 元 台 阶 ，经 济 总 量 达
53850.8亿元，稳居全国第6
位。

●在居民收入方面，群众致
富增收渠道更多，水平更
高，全省居民收入实现连续
快速增长。2021年，全省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1444元，较2016年增加
13109 元，增长46.3%，年均
增长7.9%；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17575元，增加
6372元，增长56.9%，年均增
长9.4%。

——四川省统计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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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起的我们

——热烈庆祝省第十二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数据显示，2021年成都经济总量
接近2万亿元，达到19917.0亿元，
相当于2016年的1.7倍；人均GDP
达14667美元，实现从中高收入水
平向高收入水平的历史性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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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这5年 经济总量突破5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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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是对改变的最直观呈现。
五年来，四川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经济总量连迈两个万亿元台阶，2018年四川经济总量超过

4万亿元，2021年迈上5万亿元台阶，经济总量达53850.8亿元，稳居全国第6位。经济增速持续高于
全国，2017年至2021年，四川GDP年均增长7.1%，增速比全国高1.1个百分点。

五年跨越，一个个突破性的数据，见证着四川经济发展不断地追赶和突破，彰显四川经济高质
量发展定力。

踔厉奋发新时代 治蜀兴川再跨越

农业

2021年粮食产量达3582.1万吨，创
近年新高，生猪出栏6314.8万头，居
全国第1位，川油、川菜、川果、川茶等
产量稳步提升。

工业

五大现代产业增加值占全省规模以
上工业的比重达82.8%，其中电子信
息、食品饮料产业营业收入均迈过万
亿元门槛。

服务业

2018年四川服务业增加值突破2万亿
元，2021年达28287.6亿元，2017
年至2021年年均增长8.0%，比全国
平均水平高1.3个百分点。

成都平原经济区、川南经济区、川
东北经济区、攀西经济区、川西北
生态示范区协同发展，区域发展
差距不断缩小，区域发展协调性
显著增强。

成都高新区交子公园
及周边建筑航拍图。

图据CFP

◀走进成都国际铁路港，最引
人注目的便是一个个集装箱。

本报资料图

▼5月19日，首列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货运班列（重庆江津-
成都青白江）在重庆江津小南
垭铁路物流中心等候发车。

新华社发

新的亮点

细数
四川经济家底，
见证
四川经济发展
不断提速。

清洁能源规模大幅跃升
水电装机容量稳居全国第一

从民生“小账本”到经济“大账本”
全川居民消费模式日新月异

基层声音

▲
绵阳科技城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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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猪肉15元、面粉30元、鸡蛋15元、
保鲜膜9.9元……5月17日，家住内江市威
远县的陈妍静打开“E记账”手机APP，认真
记录下每一笔开销，这一天总共支出了
327.7元。

2017年，陈妍静成为一名国家调查
户，此后便开始了每天事无巨细的记账工
作。除了日常生活开销，每月的工资收
入、孩子的学费、人情往来等事情，都要入
账。

目前，在四川的21个市州、183个县
（市、区）共有28380户城乡居民家庭代表
全省3076万户家庭在“为国记账”。和陈
妍静一样，这一批国家调查户是2017年随

机抽样确定的，已连续记账五年。
从近3万户城乡居民家庭的收支账本

来看，近年来，四川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
升，老百姓的钱包“越来越鼓”，消费意愿
也更多地转化为实际购买力。

家庭小账本折射出的是消费大趋势
的变化。近年来，随着生活越来越好，居
民从注重“吃什么”“穿什么”更多地转变
为“学什么”“玩什么”。四川省统计局发
布数据显示，2016年以来，书报杂志类、化
妆品类、体育娱乐用品类、通信器材类、家
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文化办公类等六类
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体育娱乐用品类商
品连续五年实现两位数增长。

5年来，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成都“极核”
作用明显，2021年经济总量占全省比重达
37%；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加快推进，成都都
市 圈 经 济 总 量 2.5 万 亿 元 ，占 全 省 比 重 达
46.4%，对全省的引领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五区”发展活力增强，成都平原经济区协同发
展成效明显，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60%；川南经济区加快一体化发展，经济增速
居五区首位；川东北经济区振兴发展势头良
好；攀西经济区转型发展步伐加快；川西北生
态示范区绿色发展稳步推进。

5年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加快成
势。《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正式
印发，成渝中线高铁等川渝合作共建重大项
目、遂潼等毗邻地区合作功能平台加快建设，
2021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总量达7.4万
亿元，占全国和西部地区比重分别为6.5%和
30.8%。

“面对各种复杂困难的局面，三年再上一
个万亿元台阶，充分体现了四川经济的稳定性
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更加从容稳健。”四川省
统计局总经济师曾俊林说。

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的同时，四川产业基础
进一步巩固。2019年，全省电子信息产业主
营业务收入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0259.9

亿元，同比增长13.8%，标志着四川首个万亿
产业诞生。时隔两年后，食品饮料产业也正式
跨入万亿级产业。2021年全省食品饮料产业
实现营业收入10030.2亿元，增长10.3%，总量
较2018年底增加1830.4亿元。

经济规模不断增长的同时，四川科技创新
动能持续增强。

近年来，四川加快建设高质量创新平台，
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应用。2020年研究与试验
发展经费突破千亿元，总量居中西部第1位、全
国第7位，投入强度达到2.17%，比2016年提高
了0.45个百分点。2021年专利授权14.7万件，
是2016年的2.4倍。

越来越多的科技创新主体“崭露头角”，不
断激活着四川经济发展动能。数据显示，
2021年全省有效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0247家，
四川高新技术企业步入“万家时代”，高新技术
产 业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2.3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4.4%，推动全省跨过创新型经济体门槛，培
育出多家“独角兽企业”和“科创板”上市企业。

作为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之一，
四川积极打造数字经济发展高地，“芯屏存端
软智网”全产业链加速发展，数字经济核心产
业增加值达4012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
7.5%。

在服务国家“双碳”战略全局中，四川
拥有丰富的清洁能源资源优势和坚实的
清洁能源产业基础。近年来，顺应绿色发
展大势，全省能源生产规模快速扩大，产
品结构不断向清洁化、低碳化迈进。

水电方面，乌东德、白鹤滩、两河口、
长河坝等一大批大型水电项目相继投产
发电，2021年末，四川水力发电装机容量
达到8947.0万千瓦，规上企业水力发电量
3531.4亿千瓦时，增长29.7%，占全省发电

量的81.6%、高于全国67个百分点，装机
容量和年发电量均稳居全国第1位。

新能源也呈现爆发式增长。数据显
示，全省规上企业新能源发电合计197.7
亿千瓦时、增长4.8倍，占规上发电量的
4.6%、提高了3.5个百分点。

五年来，四川持续推进能源消费绿色
转型，消费总量和结构持续优化。全省非
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39.5%，比重比全国
高20个百分点以上，稳居全国前列。全省
单位GDP能耗、规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
均保持下降态势。

经济总量
再上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