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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数据连续三个月好转 “618”

助力消费加速回暖 

  

“五一”假期叠加“双品网购节”，5月消费市场继续

好转。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5月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1973亿元，同比下降2.8%，降幅在4月收窄8.3个百分点的

基础上，再次收窄4.7个百分点。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向好，复商复市步伐加快，人

们外出购物和就餐活动增多，零售数据连续三个月好转。

进入6月，多个省市出台促消费政策，通过发放消费券、举

办购物节等各类促消费活动，“618”购物节也在火热进行

中，有望使得消费在6月维持加速回暖趋势。但新冠肺炎疫

情的反复也会对消费信心和服务业产生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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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数据连续三个月好转 “618”助力消费加速回暖 

“五一”假期叠加“双品网购节”，5月消费市场继续向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5月国内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1973亿元，同比下降2.8%，降幅在4月收窄8.3个百分点的基础上，再次收窄4.7

个百分点。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向好，复商复市步伐加快，人们外出购物和就餐活动增多，零售数据连

续三个月好转。进入6月，多个省市出台促消费政策，通过发放消费券、举办购物节等促进消费，

“618”购物节也在火热进行中，有望使得消费在6月维持加速回暖趋势。但疫情的反复也会对消费

信心和服务业产生一定的影响。 

一、消费升级类商品保持较快增长 

随着“五一”小长假以及“双品网购节”的火热，5月消费市场继续回暖。其中汽车等消费升

级类商品保持较快增长；餐饮业情况有所改善，但整体较上年仍有一定差距。 

5月商品零售已接近去年同月水平。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5月份，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1973亿元，同比下降2.8%，降幅在4月收窄8.3个百分点的基础上，再次收窄4.7个百分点。其中，

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28597亿元，下降3.5%。按消费类型分，5月，商品零售28959亿元，同

比下降仅为0.8%，降幅比上月收窄3.8个百分点，已接近2019年同月水平。 

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5月，城镇消费品零售额27881亿元，同比下降2.8%，降幅比上月收窄4.7

个百分点；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092亿元，下降3.2%，降幅比上月收窄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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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等消费升级类商品保持较快增长。在中央和地方出台的稳定和促进汽车消费政策带动下，

居民购车和换车需求持续释放，汽车市场销售回暖。如广州、深圳、杭州出台了增加限购指标的政

策，上海增加牌号拍卖指标，贵阳取消限购措施。南京、长春等地对报废或者出售旧车并购买新车

给予补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5月份乘用车销售量同比增长7%，4月份为下降2.6%。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5月份，限额以上单位汽车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3.5%，增速为2018年5

月份以来次高值。限额以上单位化妆品类和体育娱乐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12.9%和

15.4%，增速分别比4月份加快9.4和3.8个百分点；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增长11.4%，继续保持两

位数较快增长。 

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比继续提升。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形势下，消费模式加速向线上转型。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5月份，全国网上零售额40176亿元，同比增长4.5%，比1-4月提高2.8个百

分点。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33739亿元，增长11.5%，增速比1-4月份加快2.9个百分点；占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4.3%，占比继续小幅提升，比上年同期提高5.4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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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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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得益于“双品网购节”、直播带货的持续火热，5月我国快递业务量完

成73.8亿件，同比增长41%，快递业务收入完成771亿元，同比增长25%。 

图表 4： 快递业务量 

 

来源：国家统计局，新华财经 

餐饮业情况有所改善。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5月份，餐饮收入3013亿元，下降18.9%，在4月

份大幅收窄15.7个百分点的基础上，降幅继续收窄12.2个百分点。其中外卖等餐饮服务快速增长，

5月份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企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餐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20%。1-5月份，餐饮

收入11346亿元，下降36.5%。整体来看，相较于往年，仍有一定的差距。 

图表 5： 餐饮收入当月值 

 

来源：国家统计局，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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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618”线上线下齐发力提振消费 

进入6月，多个省市出台促消费政策，通过发放消费券、举办购物节等各类促消费活动，刺激

消费需求。“618”购物节也在火热进行中，这种通过整合各类资源举办的大规模网购节，为更多

产品提供更多销售平台和渠道，也有望使得社会消费在6月维持加速回暖的趋势。 

各地政府多措并举促消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湖北省，5月底发布《提振消费促进经济稳定增

长若干措施》的通知，在扩大零售餐饮消费、释放大宗消费潜力、促进文化旅游体育消费、推动数

字消费扩张、实施消费扶贫行动等五个方面共制定30条措施。组织重点商圈、特色商街、商业企业、

品牌企业在6月开展“六月欢购节”促销让利活动，举办“荆楚之夜”特色夜经济消费等举措。 

北京市委、市政府6月10日发布的《关于加快培育壮大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北京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若干意见》,将培育壮大“互联网+”消费新模式,推动实体商业与电商、新媒体等合作，推广社

交营销、直播卖货、云逛街等新模式。引导线上企业与街道、社区等合作，推广前置仓、移动“菜

篮子”等新模式。 

 “618”购物节火热进行。“618”已从京东“店庆”成了全民购物狂欢节，今年京东推出超

级百亿补贴、千亿优惠和百亿消费券，并结合明星带货和直播手段。苏宁宣布启动“J-10%”省钱

计划、“千百万”爆款计划、“1V1”服务计划。天猫优惠直接从“满300减30”变成“满300减40”,

并联合多地政府、商家派发现金消费券直补用户。除了传统电商平台，今年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

台纷纷加入，直播正成为重要的流量入口。 

同时，活动聚合了线上线下各行业主体，包括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其中，全国各地不少

特色街区、农贸市场、工厂小店都借机“618”，向消费者推荐各种产品和服务。可以说,从供需两

侧、线上线下同时发力，提振消费。 

数据显示，6月18日前10分钟，京东超市成交额同比增长500%；前30分钟，京东建材品类成交

额同比增长100%。而第1小时结束时，天猫618成交额同比增长100%，苏宁易购全渠道销售增长132%。 

三、数字赋能促进消费升级 

目前来看，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冲击和影响还

在不断显现；国内散发病例依然存在，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居民消费的信心和服务业的恢复。

但在线教育、远程办公、健康和科技等核心新消费趋势仍在持续，线上消费场景依旧火爆。同时，

线上电商不断发力，并配套高效的快递物流，将弥补线下消费场景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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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可以运用5G、物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手段，通过网络直播、社交营销提升消费体验。在

此基础上，推动发展“网上菜场”“网上餐厅”“网上超市”。以“线上线下云直播”为主线，围

绕各类消费主题等开展云逛街、云展览、云发布等活动，以数字赋能优质商家促进消费升级。 

同时，还需要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提升人们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财政

需要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并大力挖掘释放内需潜力，重点以高质量的供给来适应、引领

和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新业态加快发展。 

重要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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