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2024年4月16日 星期二 编辑王浩 版式 詹红霞 总检张浩要闻

推动经济增长，消费主引擎如何发力？
消费态势稳中向好

如何看待当前消费运行态势？
4月5日，记者来到北京颐和园景区

看到，六个门区全面开启入园通道，增
设订单二维码快捷入园，并在玉澜堂、
乐寿堂增加坡道，设置软质隔离带，引
导客流。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数据显示，包
括颐和园在内的北京市属11家公园和中
国园林博物馆清明假期共接待游客近
220万人次，较2019年同期增长16%。

同一天，安徽省合肥市淮河路步行
街人头攒动，多个商场同步举行主题促
消费活动。清明节3天假期，淮河路步
行街客流量和销售额均同比增长30%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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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尔滨”冰雪游火热、甘肃天水麻
辣烫走红，到云南芒市等“小机场”城市
旅游火爆，其背后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期盼，也是服务消费持续回升的支撑所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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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记者穿行在北京胡同、天津五
大道、贵阳曹状元街等景点周边，总能看
到成群结队的“City Walk”（城市漫步）
爱好者。

“跟家人在城市中漫游闲逛，深度体
验当地风土人情，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在天津五大道景区，来自安徽的游客陈
女士告诉记者。

顾名思义，“City Walk”就是以徒步
方式走街串巷，其背后是更加看重性价
比和消费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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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统计数据看，这种趋势更加明显：
前2个月，数字音乐、节能洗衣机和

滑雪装备等数字、绿色和健康类商品同
比分别增长95.1%、167.5%和66.4%。马
面裙、国风香水和新中式首饰等国货“潮
品”网络零售额分别增长6.3倍、4.2倍和
1.7倍。

美团、大众点评最新数据显示，3月
份以来，反映赏花经济的全国“实时花
讯”相关笔记量环比增长近70%，清明假
期“汉服妆造”搜索热度同比增长2.3倍。

日本《日经亚洲》近日报道称，“新中
式”是中国古典和日常服装的结合，延续
了汉族传统服饰的热潮，中国年轻人对
国家日益增长的信心和热爱助力了这种
时尚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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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西城区，1990年开业的长安
商场正迎来新的转型：地下一层更新为

“银发金街”，推出社区食堂、健康驿站、
药店等老年人消费服务；在三层营造儿
童亲子陪伴空间。

在地下一层，长安商场总经理李春
晖热情地向记者介绍转型后的成绩：去
年商场日均客流量1.6万人次，总客流量
同比增长23%；与转型前的2018年相比，
日均客流增幅近一倍。

“消费者的需求变化中，藏着无限商
机。”李春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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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暖花开，正是户外锻炼的好时
节。记者日前走访北京、上海、南京等部
分商场发现，跑鞋、速干衣裤等户外运动
装备品牌销售火爆，新款式很受市场欢
迎。

“今年以来，以周边城市为主的轻量
级户外游很受欢迎，涌现出了一批专业
的徒步俱乐部，带动店里销量大幅增
加。”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一家体育用品
门店有关负责人说。

国家体育总局数据显示，2012年以
来，我国体育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5.4%。预计到2025年，我国经常参加
体育锻炼人数比例将达到38.5%，体育消
费正步入发展快车道。

拉长观察镜头，可见消费大市场更
多新动能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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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2022年首次上线新疆包邮后，拼

多多再次升级快递服务，在新疆地区推
行免费包邮送货进村，将末端配送网点
与消费者的距离进一步缩短至2公里内。

当前，诸多如拼多多的企业加速在三
四线城市及县城乡村布局，看重的正是中
国推进新型城镇化带来的市场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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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尼古拉斯·拉迪日前在美国《外交》双月
刊网站上发文指出，关于中国经济潜力
的一个误解是认为中国家庭收入、支出
和消费者信心偏弱。

“去年，中国家庭消费增长超过收入
增长，如果消费者信心疲软，家庭就会减
少消费增加储蓄，但中国家庭的做法恰
恰相反。”文章说。

麦肯锡日前发布的《2024麦肯锡中
国汽车消费者洞察》也指出，中国消费升
级需求明显，后疫情时代消费者的消费
意愿及能力增强，消费者注意力不断向
中、高价车型转移。

“中国经济正向消费型驱动稳步转
型。”麦肯锡亚洲消费品与零售业务负责
人泽沛达说，未来5年，中国包括商品和

服务在内的零售额将增加10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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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跨省招工、举办“春风行动”专场
招聘会，到密集发布稳企拓岗新政策，加
强职业技能培训，加大脱贫人口就业帮
扶，各地全力以赴，多渠道促进就业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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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04版）

首季中国经济热点问答

一季度收官之际，中国经济运行态势备受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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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