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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零售占比提升 预计5月消费市

场继续回暖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国内复商复市步伐加快，

各地各部门促消费政策频出，国内消费市场趋于好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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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五一”假日消费小高峰的出现，以及直播带货

等新业态持续火爆，预计5月消费市场整体继续回暖。但线

下消费还有待提升，消费的回补仍依赖于经济与就业回暖

带来的收入预期修复，“报复性消费”仍需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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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零售占比提升 预计 5 月消费市场继续回暖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国内复商复市步伐加快，各地各部门促消费政策频出，国内消费市

场趋于好转。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也显示，4月份，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178亿元，同比下

降7.5%，降幅比3月份收窄8.3个百分点。 

随着“五一”假日消费小高峰的出现，以及直播带货等新业态持续火爆，预计5月消费市场整

体继续回暖。但线下消费还有待提升，消费的回补仍依赖于经济与就业回暖带来的收入预期修复，

“报复性消费”仍需观察。 

一、实物网上消费活跃 占比提升 

整体来看，4月消费出现回暖迹象，特别是网上零售占比持续提升。但线下消费仍不足，餐饮

业整体收入疲软。 

4月零售数据降幅有所收窄。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4月份，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178亿

元，同比下降7.5%，降幅比3月份收窄8.3个百分点。1-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6758亿元，

同比下降16.2%，降幅比1-3月份收窄2.8个百分点。 

 

图表 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月） 

 

来源：国家统计局，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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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同比  

 

来源：国家统计局，新华财经 

按地区分，4月城镇消费品零售额24558亿元，同比下降7.5%；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620亿元，下

降7.7%。 

按消费类型分，餐饮收入2307亿元，下降31.1%；商品零售25871亿元，下降4.6%。其中基本生

活类商品较快增长，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中，粮油食品类和饮料类同比分别增长18.2%和12.9%。

消费升级类商品销售改善，通讯器材类实现两位数增长，达12.2%，文化办公用品类增长6.5%，比3

月份分别加快5.7和0.4个百分点。这与居家办公学习对此类商品需求增加有关，特别是手机、电脑

等成为必备品。 

从数据结构看，部分地区加大车牌投放力度、提供购车补贴等措施对汽车销售起到正向刺激。

4月份，汽车零售同比零增长，表现好于整体消费，较前值回升18.1个百分点，在社会零售消费总

额中占比为11%，高于2019年同期。 

网上消费新业态继续保持逆势增长，占比提升。疫情对我国消费业态的影响之一，是使得居

民加大线上消费的比重，同时消费习惯的养成使得在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后，网购依旧成为人们购

物首选。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4月份，全国网上零售额30698亿元，同比增长1.7%，由负转正。

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25751亿元，增长8.6%，比上月加快2.7个百分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的比重为24.1%，比去年同期提高5.5个百分点，比1-3月份提高0.5个百分点。在实物商品网上零

售额中，吃类和用类商品分别增长36.7%和12.4%，穿类商品下降12.0%。 

餐饮业收入整体继续疲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餐饮收入2307亿元，同比下降

31.1%。1-4月份，餐饮收入8333亿元，同比下降41.2%。4月线下商场客流有所恢复，但较疫情前水

平仍有较大差距，因此与客流相关密切的餐饮、百货等业态仍然承压。线下消费修复仍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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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 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比 

 

来源：国家统计局，新华财经 

 

 

图表 4：餐饮收入（按月） 

 

来源：国家统计局，新华财经 
 

二、预计 5 月消费进一步反弹 

随着“五一”小长假的到来，各地通过举办购物节、发放消费券、开展让利促销、网络直播带

货等各类促消费活动，进一步刺激消费需求，集聚市场人气。百货类、餐饮类等各类消费加速回暖，

被抑制的消费正在释放，预计5月消费将进一步反弹。 

“五一”消费回暖。5月7日，商务部在网上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五一”期间我国消费

呈现积极回暖态势，重点零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清明假期增长32.1%；全国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同

比增长36.3%，全国100余家电商企业踊跃参与商务部、工信部、国家邮政局等组织的第二届“双品

网购节”，一些大型电商“五一”期间销售额同比增长30%以上；汽车、家电等耐用消费品销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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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回升，上海、重庆、浙江重点监测企业汽车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49.6%、28.5%和8.8%，一些电商

平台家电销售额同比增长一倍左右。全国餐饮、住宿行业消费复苏指数比清明假期分别增长18.84

个和15.25个百分点,消费规模已恢复至去年同期七成。 

上海“五五购物节”开展大规模促消费活动，重点监测商圈客流环比增长68.5%；以购物中心

等实体商业为代表的北京客流回暖率已接近五成。5月15日，中国百货商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

“五一”期间各大百货普遍实现两位数增长。 

京东5月7日发布的“双品网购节”半程战报显示，“五一”期间，京东平台的线上消费成交额

比2019年同期增长接近50%，家电、湖北特产、出口转内销成为关键词。 

直播带货受热捧。电商直播带货持续火爆，“买它、买它”成为流行语。五一期间电商直播

场次和直播商品数量同比分别增长1倍和4.7倍。为了促消费，劳动节当天，央视主持团直播带货首

秀，3小时销售额突破5亿。不仅主持人带货，连企业老总们也加入直播大军。5月12日，董明珠在

快手直播3小时带货超3亿。数据显示，开播半个小时后，格力旗下三款产品成交额超过1亿元，三

小时破3.1亿元。 

旅游业出现积极信号。就在4月29日宣布北京疫情防控响应机制下调后，去哪儿网平台数据显

示，消息发布的半小时内，去哪儿网机票搜索量迅速攀升，度假、酒店等其他旅游产品搜索量也上

涨3倍。飞猪平台表示，消息发布后一小时内，平台北京进出港机票成交量比前一天同时段增长超

500%，进出北京火车票成交量增400%。这也是旅游出行、线下消费加快修复的信号。 

文化和旅游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五一”期间全国累计接待国内游客1.15亿人次，累计实现

国内旅游收入475.6亿元，旅游市场基本恢复了去年同期的50%。 

三、“报复性”消费仍需观察 

目前消费行业在整体恢复中，但线下消费还有待提升，消费的回补仍依赖于经济与就业回暖带

来的收入预期修复，“报复性消费”仍需观察。 

受疫情影响，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居民收入增长放缓。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691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3.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641元，实际下降4.7%。最新发

布的数据显示，4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处在6.0%的历史高位。收入降低、就业低迷将导致消费意愿降

低，进而缩减消费支出。因此，中央提出的“六稳”与“六保”都将就业放在首位。只有收入预期

得到修复，消费需求才能够有效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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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线上消费形成新的增长点。应鼓励扶持新业态充分发展释放消

费潜能，鼓励企业提供更多新产品新服务，创造更好体验的新业态。同时，也要规范治理消费生态

环境。如5月12日中消协发布的“五一”小长假消费维权舆情报告显示，虚假发货、商品质量问题、

售后服务问题反映较为集中，而随着网红带货、直播带货成为网络购物新方式，有关网络购物在品

控、售后、发货等方面的问题只增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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