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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南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报告 

刘雪梅 

2013 年，国家统计局根据党的十八大报告做出的“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新部署”，重庆市提出了 2017 年在西部率先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为科学地反映巴南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现状，按照重庆市统计学会参照国家统计局制定的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我们对巴南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进程进行了监测和评价，客观分析了存在的重

点难点问题，并探讨如何加快小康建成进程，为推进巴南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帮助。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现状分析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即区县全面

小康监测体系框架由经济发展、民主法制、文化建设、人民

生活和资源环境五个部分组成，确立了包含26项指标的新监

测体系。（见附件1：2010年—2013年巴南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实现值与实现度情况表）整个指标体系的权数值为100，

其中经济发展占25%，民主法制占7%，文化建设占11%，人民

生活占40%，资源环境占17%。（见附件2：2010年—2013年

巴南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 

2013年巴南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体实现程度为

86.9%，离全面小康目标还差13.1个百分点。实现程度比都

市功能拓展区低2.12个百分点，在主城九区和都市功能拓展

区中都居最后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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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主城九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程度对比情 

 区县 

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进程 

其中 

经济发展 民主法治 文化建设 人民生活 资源环境 

实现

程度 

位

次 

实现

程度 

位

次 

实现

程度 

位

次 

实现

程度 

位

次 

实现

程度 

位

次 

实现程

度 
位次 

渝中区 91.68  1  93.17 1  71.08 7  88.35 6  94.2 1  94.22 4  

大渡口区 89.98  4  83.84 9  79.36 1  100 1  91.87 4  92.41 8  

江北区 91.65  2  91.52 4  78.07 4  95.24 2  91.94 3  94.45 3  

沙坪坝区 88.30  8  86.87 8  79.25 2  85.51 7  89.34 8  93.47 6  

九龙坡区 88.60  7  90.88 5  73.25 6  82.74 8  90.72 9  90.37 9  

南岸区 91.43  3  92.13 2  79.06 3  91.65 4  90.09 7  98.49 1  

北碚区 89.75  6  89.98 6  66.42 8  89.58 5  92.37 2  92.95 7  

渝北区 89.84  5  92.07 3  73.86 5  91.74 3  87.21 9  98.13 2  

巴南区 86.90  9  88.52 7  58.26 9  74.04 9  91.46 5  93.89 5  

 
 
 

2013 年都市功能拓展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程度对比情况 

区县  

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进程 

其中 

经济发展 民主法治 文化建设 人民生活 资源环境 

实现

程度 

位

次 

实现

程度 

位

次 

实现

程度 

位

次 

实现

程度 

位

次 

实现

程度 

位

次 

实现程

度 

位

次 

都市功能

拓展区  
89.02    90.06   70.22   86.32   89.86  94.99  

北碚区 89.75  2  89.98 2  66.42 2  89.58 2  92.37 1  92.95 3  

渝北区 89.84  1  92.07 1  73.86 1  91.74 1  87.21 3  98.13 1  

巴南区 86.90  3  88.52 3  58.26 3  74.04 3  91.46 2  93.89 2  

 

（一）经济发展领域实现程度稳中有升 

2013 年巴南区经济发展领域全面小康的实现程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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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9%，较上年提高 2.0 个百分点，与都市功能拓展区中排

位第一的渝北区相差 2.94 个百分点，离全面小康目标还差

13.1 个百分点。其中三项指标：城镇人口比重、城镇失业率

和二、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实现程均实现目标值，实现

程度达到 100%；人均 GDP 实现程度为 69.25%，比上年提高

6.52 个百分点。规上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实现程度为

74.36%， 比上年提高 17.84 个百分点。 

（二）民主法制领域实现程度有所下降 

2013 年巴南区民主法制领域实现程度为 58.26%，较上

年下降 2.45 个百分点，与都市功能拓展区中排位第一的渝

北区相差 15.6 个百分点，离全面小康目标还差 41.74 个百

分点。从该领域二项指标看，每万人拥有律师数实现程度为

27.82%，比上年提高 5.98 个百分点。社会安全指数实现程

度为 70.44%，比上年下降 5.81 个百分点。每万人拥有律师

数是新增指标，设置该指标对我区极为不利，就我区实际情

况看，律师及事务所数量少、从业人员不多，形成实现程度

低。 

（三）文化建设领域实现程度稳步推进 

2013 年巴南区文教卫生领域实现程度仅为 74.04%，较

上年提高 3.73 个百分点，与都市功能拓展区中排位第一的

渝北区相差 17.7 个百分点，离全面小康目标还差 25.96 个

百分点。四项具体指标中，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和有

限广播电视入户率实现程度达到 100%。人均公共文化财政支

出实现程度 48.49%,比上年提高 4.76 个百分点。每万人口拥



 

 - 4 -  

有“三馆一站”公共文化设施建筑面积实现程度为 60.25%，

比上年提高 11.03 个百分点。 

（四）人民生活领域实现程度日益改善 

2013 年巴南区人民生活领域实现程度为 91.46%，较上

年提高 1.61 个百分点，排在都市功能拓展区第二位，与都

市功能拓展区中排位第一的北碚区相差 0.91 个百分点，离

全面小康目标还差 8.54 个百分点。在区县小康监测指标体

系 26 个指标中，人民生活领域就有 11 个指标。从具体指标

看，恩格尔系数，城乡居民收入比，城乡居民家庭人均住房

面积，初中、小学阶段学生入学率，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和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7个指标实现程度

为 100%。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实现程度 66.42%,比上年提高

4.71 个百分点。公共交通服务指数实现程度 93.38%,离全面

小康目标还差 6.62 个百分点。基本社会保险覆盖率实现程

度 84.49%,离全面小康目标还差 15.51 个百分点。每千人拥

有执业医师数实现程度90.31%,离全面小康目标还差9.69个

百分点。 

（五）资源环境领域实现程度显著提高 

2013 年巴南区生态环境领域实现程度为 93.89%，较上

年提高 0.07 个百分点，与都市功能拓展区中排位第一的渝

北区相差 4.24 个百分点，离全面小康目标还差 6.11 个百分

点。四项具体指标中城镇生活垃圾、污水无害化处理率实现

程度为 100%。单位 GDP 能耗实现程度达到 95.39%，较上年

提高 5.08 个百分点。单位 GDP 建设用地占用实现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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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6%，与上年持平。环境质量指数实现程度 95.58%,较上

年下降 3.83 个百分点。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亮点 

2013 年，巴南区委、区政府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围绕“一城、一极、一区”目标定位，全区经济发展活力不

断增强。巴南区在 26 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中，二、三

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城镇人口比重、城镇失业率等 13

个指标实现程度为 100% ，环境质量指数、公共交通服务指

数、单位 GDP 能耗等 4 个指标实现程度为 90%以上，这些指

标为巴南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亮点指标。（见附件

3：2013 年巴南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程度排序情况表） 

（一）人民生活条件改善 

巴南区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

人民生活质量作为工作的重要方面，先后出台了系列的惠民

富民政策。2013 年巴南区人民生活领域全面小康实现程度为

91.46%，较上年提高 1.61 个百分点，在都市功能拓展区居

第二位，在主城九区居第五位。 

（二）经济发展得到提高 

巴南区在扎实推进“五化一体”战略，围绕“四区一基

地”功能定位，坚持“促增长、抓建设、推改革、惠民生”

工作主线，推动全区经济建设持续健康发展。2013 年巴南区

“经济发展”全面小康实现程度为 88.52%，比上年提高 4.42

个百分点。 

（三）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成效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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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南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始终把生

态环境治理工作放在全区中心工作首位,加强组织领导,建

立齐抓共管机制;强化污染防治,加大环保投入，确保了生态

环境治理工作的顺利推进。加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深入实

施环保“五大行动”，巩固和扩大创模工作成果。全区森林

覆盖率达到 43.1%。城镇生活垃圾、污水无害化处理率实现

程度达 100%。资源环境 2013 年实现程度 93.89%，比上年提

高 0.7 个百分点。 

三、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 

通过对巴南区 2013 年监测指标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经济是基础，民生是保障，法制、

文化和环境问题是关键，愈往后难度愈大，进程愈慢，建设

全面小康社会的任务仍将十分艰巨。巴南区在 26 项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指标中，基本社会保险覆盖率、单位 GDP 建设用

地占用面积、规上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社会安全指数、人

均 GDP、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和每万人口拥有“三馆一站”公

共文化设施建筑面积 7个指标实现程度为 60%—85%之间。人

均公共文化财政支出和每万人口拥有律师数 2 个指标为 60%

以下，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必须花大力气才能确保

目标的实现。（见附件 3：2013 年巴南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程度排序情况表） 

（一）经济发展实力仍显不足 

经济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物质基础。近几年来，

巴南区围绕“一城一极一区”的战略定位，综合实力显著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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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人民生活日益富裕。但受原有基础相对薄弱，全市总体

产业布局等因素的制约，经济发展情况与主城部分区相比还

存在一定差距。随着巴南区企业转型升级政策进一步落实，

规上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有所提升，但离目标值的实现

任重道远。2013 年规上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实现程度为

74.36%，离全面小康目标还差 25.64 个百分点。巴南区人均

地区生产总值 42692 元，2010 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 30823

元，实现目标是比 2010 年翻一番，实现程度离全面小康目

标还差 30.75 个百分点。 

（二）民主法制建设亟待提高 

2013 年巴南区每万人拥有律师数只有 40 人，实现程度

为 27.82%，完成度居巴南区小康体系 26 个指标最后一位。

另外，社会安全指数较 2012 年下降 5.81 个百分点，该指标

包含了社会治安和交通、生活、生产安全等方面的总体变化

情况。其中，构成社会治安重要刑事犯罪人数由 2012 年 1173

人，上升到 2013 年的 1225 人，增加 52 人。工矿商贸企业

事故死亡人数由 2012 年 7 人，上升到 2013 年的 12 人，增

加 5 人。 

（三）文化事业发展任需加速 

人均公共文化财政支出也属于新增小康体系指标，2013

年人均公共文化财政支出为 58.19 元， 2013 年实现程度为

48.49%。对我区实现程度影响较大，应引起高度重视。另外

每万人口拥有“三馆一站”公共文化设施建筑面积实现程度

为 60.25%，离全面小康目标实现还差 39.75 个百分点。 

（四）富民惠民安民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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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民惠民安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着力点。城乡居民

人均收入是全面小康社会评价体系的核心指标，2013 年巴南

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程度不甚理想，城镇居民可支配

收入为 26942 元，在主城九区居第 8 位，农民居民人均纯收

入 10600 元，在主城九区居第 7位，影响了城乡居民人均收

入指标的实现。 

（五）社会保障事业仍需全面推进 

社会保障事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环节，是社会

全面发展的重要支撑。由于巴南区农业人口比重较大，这部

分人员参加社会保险的比率较低，影响了全区社会保障体系

的覆盖率。2013 年基本社会保险覆盖率实现程度为 84.49%，

离全面小康目标实现还差 15.51 个百分点。 

（六）用地产出效率需继续提高 

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中，巴南区围绕耕地保护和节约集

约用地提出了创新举措，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当前我区用

地供需矛盾依然突出，粗放低效用地现象仍然存在。2013 年，

巴南区单位 GDP 建设用地占地面积实现程度为 84.16%，离全

面小康目标实现还差 15.84 个百分点。 

四、加快全面小康建成进程的对策思考 

根据巴南区全面小康社会建成进程，一方面要巩固已取

得的成果，保持五大领域中已实现全面小康指标的水平。另

一方面，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要继续加快经济发展，

着眼于小康进程中存在的问题，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促进全

面小康目标早日实现。 

（一）围绕“五大功能区”部署，实现强区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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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是制约巴南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突出问题，全区上下应紧紧围绕全市“五大功能区”部

署，以建设“一城一极一区”目标定位和“四区一基地”功

能定位，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力强化创新驱动，加

快转方式、调结构，全面推进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一

是推动工业转型, 提档升级传统优势产业, 有效推进创新

驱动战略; 二是随着现代服务业的大力发展, 提升商贸服

务业的规模, 发展新兴服务业和现代金融业; 三是全区加

快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各项工作, 发展环境进一步改善, 推

进招商引资工作。 

（二）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着力改善民生 

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大对各项社会事业的投入，

使群众民主法制、文化、教育、居住、医疗、养老等方面的

需要得到保障。一是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社会安全的基础并

不牢固，民主法制、社会治安、交通安全、生活安全、生产

安全等还存在许多不稳定因素，维护社会安全任重道远，仍

需要下大力气解决影响社会安全的各类问题，提升群众安全

感，加大律师队伍的建设，确保推进法制建设工作的法律保

障。二是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巩固义务教育普及成果，加快

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促进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积极推进江南

职教城建设，促进项目尽快落地建设并投入使用；三是完善

社保体系。努力解决关闭破产企业、困难企业职工和退休人

员、农民工等群体的医疗保障问题。抓好职工医疗保险，引

导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加快城乡医疗救助体系

建设，鼓励农村居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确保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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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四是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确保公共

文化体系的人均拥有量达到小康目标。 

（三）强化责任落实，确保目标实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涉及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主要方

面，需要全区各镇街、部门加强联动，增强责任意识，针对

全面建成小康进程中的薄弱环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实

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各级各部门要有强烈的政治责任

感，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对推进全面小康建成进程中涉及本

镇街、本部门的工作要亲自抓，特别是尚未达标的方面要排

出工作内容，排出序时进度，加快推进实施，以切实的工作

措施确保各项指标如期达标。对未达目标和差距较大的部门

督查督办，制定实施计划，纳入目标考核，确保小康水平的

实现。 

（作者单位：巴南区统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