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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中国消费扩容提质五大趋势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的实施意见》，提出要从市场供给、消费升级、消费网络、消费生态、消费能力、消费环境等六个

方面促进消费扩容提质，我国消费市场迎来政策利好。 

近年来，中国消费市场供给日益丰富，市场规模不断扩大，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1.16万亿元，同比增长8%。2019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贡献率为57.8%，消费连续6年成为中国

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在全球的占比从2007年的

5.5%增至2017年的10.9%，超越日本、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消费支出国 。在增长趋

势方面，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显著高于美国，说明我国消费市场潜力巨大，消费作为

国民经济发展压舱石的作用日益突出。 

图表 1：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 图表 2：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高  

 

来源：wind 

在消费市场加速提质扩容的大背景下，梳理我国消费市场发展趋势对于探究我国消费市场发展

脉络、了解消费者需求、加速我国消费市场机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从我国消费市场五

大趋势出发，为您“解码”中国消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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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一：开放政策助力消费升级，跨境电商模式成为“大赢家” 

在我国，持续的开放政策正推动我国消费市场成为全球重要的增长极。我国积极调整关税，不

断降低外国商品进入中国的门槛，截至2019年，我国关税总水平已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15.3%

下降至7.4%，2019年《贸易便利化协定》措施年底实施率已达96.2%，消费品进口连续4年保持两位

数以上增长。同时，中国正大幅缩减进口配额限制的商品种类，努力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2019

年11月，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成功举办，累计意向成交711.3亿美元，比首届增长23%。自2015

年国家批准首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后几经扩容，目前，我国的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已达59个。据

商务部2019年7月发布的《主要消费品需求状况统计调查分析报告》显示，供给方和消费者增加进

口意愿在增强。在消费升级的趋势下，消费者对不同细分品类的关注点也呈现出了新的特点。阿里、

德勤和中国国际商会一项联合研究表明，安全、品质、设计成为了今年消费者进口消费的关键词。 

受开放政策和数字化浪潮的影响，我国消费品品类、数量等日益丰富，一批传统外贸企业加速

转型升级，其中，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新模式成为我国消费市场开放“大赢家”。据中国海关跨境

电商管理平台数据统计，从2015年到2018年间，中国跨境电商进口消费年复合增长率达76%。最新

海关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通过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进出口达到1862.1亿元，增长了38.3%。

在疫情爆发后，跨境电商也在医疗防护物资调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不断调整扩大跨境电

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越来越多的国际品牌选择在华首发新品，消费增长的同时也带动了国内消费

产业升级。 

趋势二：“下沉市场”潜力大，发力移动端和结构升级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率水平不断提高，中小城市及县域等下沉市场消费潜力也正在逐步释放。

拼多多、快手、趣头条等主打下沉市场的APP迅速崛起，京东大数据也显示：低线级城市的消费总

额增速快于高线级城市，四五线城市的消费总额增速领跑其他线级城市，京东平台中县域消费总额

一直以高于平台整体的速度增长，下沉市场具有强大的消费潜力。 

通过梳理，我们发现“下沉市场”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消费市场覆盖范围广，市场基数大。根

据《2019年中国中小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研究》，截至2018年底，以3至5线城市和县域地区为代表

的中小城市直接影响和辐射的区域，占国土面积91.3%，占全国总人口的73.7%，2018年经济总量达

到50.1万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55.64%，下沉消费市场空间较为广阔、市场基数大，受减税、棚改

等政策影响，下沉市场消费者收入也不断提高。二是移动端用户规模可观，娱乐资讯类等行业渗透

率高于一二线城市。截至2019年3月底，淘宝天猫移动月度活跃用户达到7.21亿，比去年同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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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亿，其中有77%来自3至5线城市和县域地区。根据易观数据统计，2019年，下沉市场在短视频

平台、综合电商平台、聚合资讯等行业的活跃人群渗透率均高于一二线城市。三是消费结构正在升

级，不再仅仅关注低价产品。虽然下沉市场对于价格的敏感度要高于一二线城市，但对于质量品质、

口碑、服务等方面的关注度呈现不断上升趋势。同时，随着物流、互联网等基础设施的完善，下沉

市场进口消费规模也在不断增长。据天猫国际数据，从用户人均支付金额来看，县域地区用户人均

消费金额由2014年的395元增至2018年的465元。在2018年县域进口消费金额20强中，有17个县级市

的人均消费金额已赶超新一线和二线城市的平均水平。 

图表 3：2018 年县域地区进口消费金额 20 强及全国各级城市人均消费金额对比 

 

来源：天猫国际、德勤 

趋势三：海外零售商“水土不服”，零售数字化趋势兴起 

尽管Costco落户上海便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大部分海外零售商在中国依然遭遇了“水土不

服”。继苏宁收购家乐福、物美收购麦德龙后，英国老牌零售巨头TESCO宣布已将其与华润合资公

司的20%股份售予华润的一家子公司，Tesco彻底退出中国市场。此前，经济学家宋清辉评论称，国

外老牌零售大卖场不适应国内的消费习惯。比如国内年轻消费者更喜欢即时消费、多频次手机下单，

而不再喜欢开车去实体大卖场一次性采购很多。国内消费者对于商品的要求也从追求丰富度转向了

追求更个性化和更精致化，并且国内消费者习惯了免费会员制。 

与海外零售商“水土不服”相对应的是国内企业纷纷开拓数字化零售新场景，尤其是在“新基

建”浪潮下，利用大数据、物联网、5G等技术升级转变零售场景与消费模式。本土零售及电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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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不断致力于基于数据链，通过场景、互动、连接、体验等提高品牌粘性，进而为顾客提供个性化

的场景及体验模式。“一小时场景生活圈”“零售+餐饮”“智慧门店”等新模式、新体验层出不

穷。德勤和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近日一项联合调研结果显示，83%的零售企业对未来发展计划包括了

发展线上销售渠道，加快线上线下整合、68%的企业表示要加强数字生态化建设，构建一体化的营

销体系。此外，疫情冲击下，越来越多的零售企业开始重视到家业务和社区便利业态，社区零售场

景将成为重要的流量入口。依托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发展，多业态融合趋势明显，基地农业、C2M定

制商品等围绕消费升级的新业态层出不穷，零售数字化趋势的兴起也带动了传统产业的升级。 

趋势四：“她经济时代”来临，不容忽视的女性力量 

据统计，我国20-60岁之间的女性消费人口达4亿人，埃森哲预计我国女性消费市场体量达10

万亿元，接近德法英零售市场总和。女性消费者不仅体量及消费规模数量庞大，在家庭消费领域的

主导作用也十分突出。有研究表明，全国75%家庭总消费由女性决策，50%的男性定位产品由女性购

买。京东近期发布的《2020女性消费趋势报告》显示，“居家型”女性对家人的伙食和健康“两手

抓”，疫情期间猪牛羊肉、禽肉蛋品、保健器械、电烤箱等商品女性成交额高速增长。 

此外，女性消费者“悦己型”需求也不断提升，疫情期间瑜伽垫、身体护理等需求同比增速分

别为142%、117%。2019年全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1649亿元，同比增长8.0%，其中，以女

性消费力量为主的化妆品零售额为2992亿元，同比增加12.6%。在进口消费领域，女性力量依然不

容忽视，天猫国际数据显示，2018年，女性进口消费额占到了全国的73%，30-59岁女性为跨境电商

消费主力，90后再消费金额占比中逐渐提升，成为新的增长动力。与此同时，分期消费成为新的消

费体验。考拉数据显示，50%女性分期免息购买电子美容仪，41%的女性分期购买健身环，29%女性

分期购买宠物智能喂养设备。女性对自己、家人，甚至对宠物及环境的关注在我国消费升级过程中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趋势五：“银发经济”呼唤消费业态升级 

我国“银发群体”不断扩大，2018年，60周岁以上人口占我国总人口比例为17.9%，到2018年

末，中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首次超过了0-15岁的人口。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数据显示，2035

年前后中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1/4,2050年前后将超过1/3，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为医疗、

养老、健康、旅游等细分领域带来新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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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我国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 

 

来源：新华财经  

 

当前，老年消费者对于消费品质、便利等方面的需求成为消费升级的重要动力。据艾媒咨询

《2019中国银发经济消费研究报告》数据，城镇老年人口中，中等收入（家庭月收入4000-10000

元）占比最多且呈增长趋势，29%的50-60岁人口和36%的60岁及以上老人拥有多套住房。我国老年

群体不仅可支配收入较为稳定，且拥有相对充足的闲暇时光。 

根据携程数据，近年来，我国老年人旅游市场消费升级趋势明显。跟团旅游时，超过85%的老

年人选择四钻和五钻型产品，老年人对団游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定制游、私家团等更为注重服务

品质和个性化的需求方式也越来越受欢迎。携程数据显示，2018年定制游人群中55岁以上游客占比

16%，老年游客预订私家团人数翻倍，占比达10%。中国连锁经营协会《2018-2019年度中国购物中

心消费者洞察报告》也显示，2018年，50-55岁购物中心消费者人气更高，客群人气指数上升2.4，

上升最快；他们更愿意花钱，消费意愿指数上升7.1，上升最快。 

与旺盛的需求相对应的，“银发客群”对于硬件、品牌服务等方面的需求没有得到较好的满足。

例如我国购物中心等消费设施适老化程度严重不足，如未配备必要的健康保健设施、公共休息区域

不足、指示牌字体过小等。围绕老年群体的学习娱乐、健康医养等供给不充分，某些城市的老年大

学“一位难求”、老年公寓“一床难求”。面对银发经济浪潮来袭，除了尽快完善相关产业政策外，

完善产业供给链，加强消费市场转型升级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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