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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态势稳中向好

如何看待当前消费运行态势？

放眼全国，清明假期，消费市场热闹红火：全

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 7亿人次，日均 24679.5
万人次，比 2023年同期日均增长 53.5%；国内旅游

出游 1.19亿人次、国内游客出游花费 539.5亿元，

按 可 比 口 径 较 2019 年 同 期 分 别 增 长 11.5%、

12.7%。

彭博社报道称，这是自疫情暴发以来，中国游

客的人均假期旅行支出首次超过 2019年，这进一

步表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消费正在复苏。

打开更多观察窗口，中国的消费活力可见一

斑。

先看商品消费。前 2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仍保持在 5%以上的较高增速。限额以上单位

中八成以上商品类别零售额实现增长，部分升级

类和大宗商品消费需求较快释放，其中汽车类零

售额增长 8.7%。

再看服务消费。前 2个月，服务零售额同比

增长 12.3%，其中全国餐饮收入增长 12.5%。

最后看物价运行。3月份，受春节后消费需

求季节性回落等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CPI）同比上涨 0.1%，但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

的核心 CPI上涨 0.6%，仍保持温和上涨。

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2024年亚洲发展展望

（4月版）》报告指出，随着经济持续改善，预计今年

中国 CPI涨幅将升至 1.1%，2025年将升至 1.5%。

“全面分析消费运行态势，不能仅仅盯着单个

指标。”中国价格协会副会长许光建说，综合市场

消费和物价走势看，中国经济并未陷入个别外媒

所谓“价格下降-消费乏力的恶性循环”。

细分来看，中国消费还涌现出一些新的结构

亮点，居民消费观念也更趋理性。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随着中国人消费观念变

化，新模式新业态消费正在不断涌现，比如从热衷

奢侈品到去折扣店购物、从追崇进口转向国产；健

身、旅游等服务消费明显增加；平替消费、反向消

费受到追捧等等。

“不能把这种消费观念变化曲解为‘消费降

级’。”许光建说，我国居民消费已整体从注重量的

满足转向追求质的提升，从模仿型排浪式的消费

转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

“新型消费快速成长，将不断重塑消费结构、

释放消费潜力，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丽芬说。

消费潜力大有可挖

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完备的产业体

系、要素禀赋总量优势明显，这是超大规模经济体

具有的显著特征，也是中国消费潜力的动力源泉。

当下，中国新的消费增长点正在不断涌现。

看数字消费，截至去年 12月，网民规模增至

10.92亿人；截至今年 2月末，5G基站总数达 350.9
万个，数字消费群体壮大，数字技术不断夯实，将

推动数字消费持续升级。

看国潮消费，2020年以来，国潮品牌快速崛

起。随着人文与经济深度融合，必将催生更多文

旅新业态、文创新产品。

看养老消费，截至 2023年末，我国 65岁及以

上人口数量达 2.17亿人。有关研究显示，我国银

发经济正处在加快发展阶段，银发经济规模约 7
万亿元，预计到 2035年将增至 30万亿元左右，家

庭护理、智能陪伴等银发需求广阔。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郭丽

岩说，与部分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发展享受型消

费支出占比仍有 20%左右的提升空间。

新型消费成长壮大之时，传统消费仍有空间，

潜在消费需求正在不断释放。

记者整理有关素材发现，中国家电、汽车等设

备更新需求巨大。2023年底国内民用汽车保有

量达到 3.36亿辆，冰箱、洗衣机、空调等家电保有

量超过 30亿台，汽车、家电更新换代或将创造万

亿元规模的市场空间。

“以旧换新政策符合居民消费升级需要，能够

促进居民潜在需求释放，让高质量耐用消费品更

多进入居民生活。”陈丽芬说。

城镇化仍是中国消费潜力所在。

一组数据很有说服力：2023年末，中国常住

人口城镇化率为 66.2%，仍低于发达国家 80%左

右的平均水平。据估算，城镇化率每提高 1个百

分点，将拉动 2000多亿元消费需求。

目前，我国仍有 1.7亿进城农民工和随迁家属

尚未在城镇落户。有关研究显示，若这部分人拥

有城市户籍并享有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基本公共服

务，其实际消费水平或能提高 30%左右。

放眼全球，中国仍是增长空间巨大、发展持续

性较强的消费市场。

消费引擎如何做强？

送洗衣物、剪头发、喝杯咖啡、看书，下楼遛一

圈就能办好多件事，正是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军

门社区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的重要内容。

“当前，正有序打造线上便民服务平台，支持

瀑布酒吧、厚汉堡等网红店落地开业，促进社区服

务提档升级。”军门社区党委书记林丹说。

有研究显示，城市居民 50%以上的日常消费

支出，都集中在社区周边 1公里范围内，也就是步

行 15分钟的距离。

自 2021年开始，商务部等多部门联合推动一

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今年将推动 70%以上的城

市启动便民生活圈工作，有望打造更多便民消费

业态。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向内挖潜力、向外增活

力，推动形成消费引导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

循环，是当前扩消费的主要方向。

就业增收，是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消费潜

力的根本。

教育大省山东 2024届高校毕业生人数将达

84.2万。在日前举行的山东省 2024年师范类高

校毕业生就业双选会上，300余家单位现场揽才。

今年，全国春季招聘市场需求稳中有增，已累

计举办各类招聘活动超 3.6万场，发布岗位 2900
万多个。

中国正探索以有力有效政策弥补市场不足，

如对招收毕业生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扩大新就

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等，着力稳住

就业大盘。

让老百姓敢消费，既要保就业增收，还要有效

“减负”。

当前，中国正以更大的决心推进“减负”：提高

“一老一小”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启动

新一轮保障性住房规划建设、进一步扩大医保基

金使用范围等等，减少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提振消费的另一个重点就是优化消费环境，

增强消费活力。

不久前，河南开封万岁山武侠城景区推出的

“王婆说媒”相亲活动在网络上引发热议。记者日

前来到这里，随处可见街头即兴表演，打铁花、三

打祝家庄等表演区座无虚席，虽然“王婆”已下班，

但“王婆茶馆”周边仍围满了游客。

景区负责人宋涛说，景区门票价格实惠，所有

演出免费观看，正研究推出更具武侠文化特色的

旅游产品，努力让“爆红”变“长红”。

离开景区，记者来到开封市鼓楼旅游休闲街

区。夜幕下，灌汤包等摊位前人头攒动，烟火气十足。

“我们正深挖宋都文化底蕴，把鼓楼观光夜市

作为亮点，发展形式多样的夜市消费，同时打造开

封网红打卡地，更好满足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

开封市鼓楼区委书记陶毓敏说。

透过这一天的开封之行，记者深切感受到旺

盛的客流离不开优质的消费环境。

从消费发展趋势看，顺应人民群众对高品质

生活的新期待，打通制约消费的堵点痛点，是现阶

段优化消费环境的重点。

对此，中国在行动：

印发《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提出

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完善废旧家电回收

网络、优化家居市场环境等 22条措施举措。

开展“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活

动，促进体育健身休闲消费；推动《关于发展银发

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落地落细，激发养老

消费需求；公布第三批中华老字号名单，促进国货

“潮品”消费。

记者梳理发现，当前，河北、宁夏、福建等多地

已明确开展汽车、家电等促消费活动，计划推出政

府购车补贴、消费券，激发居民消费潜力。

政策给力、市场发力，各方正协力推动消费持

续回暖。

“从消费空间看，服务消费稳步扩大，线上线

下融合消费趋势更加明显；从供给能力看，新型基

础设施快速发展，消费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从支撑

基础看，经济持续恢复、就业收入稳定增长，消费

积极变化有望持续。”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

华说。③4（记者 魏玉坤 樊宇 姜婷婷 郁琼
源 韩佳诺）

据新华社北京4月 15日电

推动经济增长，消费主引擎如何发力？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今年以来，中国市场销售持续恢复，

服务消费较快增长，与此同时，部分商品消费增速放缓，居民消费价格低
位运行，个别外媒片面渲染所谓“中国消费恢复乏力”“中国消费失去潜
力”，甚至恶意鼓噪中国消费主引擎“熄火”。

事实果真如此吗？
新华社记者深入调研，多维度审视中国消费态势，客观分析中国庞大

市场的韧性与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