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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
BACKGROUND
OF THE PROJECT

消费是最终需求，是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不仅展现了中国经济指标和内在结构的积

极变化，也是中国经济品质改变和“颜值”提升的生动缩影。经过 40 多年的快速发展，

中国不仅形成了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而且形成了更加追求创新和变化、更加偏好新产品

和新体验的消费文化。

近年来，我国消费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以消费新热点、消费新模式为主要内容的

消费稳步升级，引领相关产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资迅速成长，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提供了新空间。

在“六大消费工程”“十大扩消费行动”等政策措施的协调推动下，近年来我国居民

消费持续扩大升级，已进入消费需求持续增长、消费结构加快升级、消费拉动经济作用明

显增强的重要阶段，呈现出从注重量的满足向追求质的提升、从有形物质产品向更多服务

消费、从模仿型排浪式消费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等一系列转变。

2018年3月，国家发改委首次编写和发布了《2017年中国居民消费发展报告》。对“消

费升级”的现状进行了全面梳理，表示“消费升级步伐加快”。

今年 3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宣部、财政部、商务部等二十三个部门联合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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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中强调，要顺应居民消费

升级趋势，加快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改善消费环境，发挥消费基础性作用，助

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现在正在进行中的“消费升级”，不仅是“花更多的钱”的“量变”，更主要的是消

费理念升级的“质变”——更理性、更持续、更健康。消费者们会要求产品更适合其自身

的需求，单纯以炫耀为目的的消费潮流逐渐逝去，健康、品质、极简等成为新的关键词。

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信息社和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编制“中国轻奢消费趋势

指数”，对于了解中国消费升级趋势、经济形势、发展潜力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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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内涵

中国轻奢消费趋势指数，通过全国范围的大样本调查，分析大众人群的整体轻奢消费

趋势情况。通过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和消费观念的调查，研究我国消费者的主要消费升级

趋势，从而打造我国消费趋势的“晴雨表”和“风向标”，为进一步满足消费者需求、提

升消费者生活品质提供数据支撑和智库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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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意义

指数作为一种经济信息产品，来源于对数据信息的深度挖掘和二次加工，是经济社

会活动的价值基准及决策依据。通过“指数化”语言表达形式，对消费趋势进行立体化

分析，有助于对未来消费趋势进行分析研判，更准确地把握消费脉搏，提升消费服务效

率，为相关企业的发展决策提供数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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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编制原则

中国轻奢消费趋势指数遵循以下编
制原则：

（一）权威性

所选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内权威统
计，数据真实可靠、规范稳定、口径统一，
易于比较、计算。

（二）科学性

指数的编制经多轮次专家意见征集
和专家委员会研讨确认，每个指标都能
反映消费趋势某一方面特征，各指标共
同组成系统的理论指标体系，逻辑关系

严密，符合一致性、有代表性、相关性
和相对对立性要求。

（三）全面性

指标体系尽可能从各个角度全面反
映消费趋势的发展水平，未来指数研究
将有一定的延展性，最大化依据社会反
馈意见和建议进行修正、补充和完善。

（四）代表性

指数以全面反映消费趋势为核心设
置指标体系，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和代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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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设计思路

指数体系

中国轻奢消费趋势指数，采用发

展指数计算方法进行计算，以 2015

年为基期，设定基点为 100 点，指数

值越高表明发展情况越好。

本指数中，将“轻奢消费”定义

为关注品质、追求体验、理性消费并

中国轻奢消费趋势指数，从轻奢方

向的消费行为和理念两个方面，展现轻

奢消费的发展情况。轻奢消费行为通过

主要消费品类中的中高端产品渗透率 1

进行衡量；轻奢消费理念则通过消费者

对相关理念的认可度进行反映。

调查样本为接近 10 万中国一至四线

的 15-69 岁大众居民，年龄分布符合国

家人口普查年龄分布结构，可以真实反

映消费者行为。调查样本画像参见附录

注重生活享受。在消费行为上，更多选

择品质价值较高的中高端产品；在消费

理念上，注重产品自身的品质、性价比、

环保程度，注重产品是否能满足自身的

健康需求和个性需求，重视家庭生活、

生活享受和娱乐体验。

一。原始数据来自央视市场研究股份有限公

司（CTR）的 TGI 目标群体指数和 KWP 凯

度消费者指数，经过指数化计算后，形成本

指数。

消费行为部分中的各品类权重，参考

2019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 中对应消费

品类所占的比重进行确定，从而保证各产品

品类可以较为准确地反映该产品类别的重要

程度。

1. 渗透率，指当年拥有或购买该品类中高端产品的调查人群占全部调查人群的比例。

2. 2019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详细内容参见附录二。

中国轻奢消费趋势指数

消费理念

轻奢消费理念认同程度调查全国各品类中高端产品的渗透率

消费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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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结论：中国轻奢消费趋势显著

图 1 中国轻奢消费趋势指数

中国轻奢消费趋势指数呈现出较为显著的上升

趋势，消费者对轻奢消费的认识和追求都有一定的

提高。其中，2016 年到 2018 年增长速度最快，

2018 年到 2019 年则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维持在

128 点上下。

随着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攀升和数字化带来的

消费推动力，中国正迎来一个消费全面升级的新时

代。如今的中国消费群体更加理性成熟，掌握更多

的信息渠道，有了更加丰富的选择，可以便捷地选

择商品，按照自己的消费需求去判断什么适合自己、

什么不适合自己，对于在哪里买、为何而买等问题也

有了更清晰的考量。

相应地，在消费者越来越追求个性化消费的时代，

企业需要对消费者需求保持更高的关注，对产品结构

和营销模式进行调整，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

存，避开同质化产品过度供应的困境。

纵观国际市场，轻奢理念发展更加成熟，在服装

鞋帽等时尚消费品类中，已有多家定位轻奢的公司高

速发展甚至成功上市。但不仅仅是时尚品，轻奢的家

居美学、生活方式同样开始深入人心，人们开始寻找

有故事的美食，有内涵的饮品。功能性饮料、低温酸

奶等产品，因消费者对健康的重视，而逐渐席卷全球。

消费者把对生活的热爱转化为对细节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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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指数结果

（一）消费行为

图 2 中国轻奢消费趋势——消费行为指数

轻奢消费的消费行为趋势保持稳步上升态势，2019 年进入稳定状态，消

费行为指数达到 136.53 点。

2019 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 41 万亿元，中国消费体量在十

年之间增加了三倍多。而量变的过程中孕育着质变，随着基本生存需求得到

普遍满足，人们开始更多地考虑如何丰富自己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提高生活

品质。发展类的消费占比不断上升，中高端及以上的商品消费占比不断上升，

人们愿意为“品质”“健康”“娱乐”等需求付出相应的溢价，社会消费需

求出现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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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行为分项维度：医疗保健、交通出行等发展类消

费为升级重点

从分品类情况看，与生活质量直接相关的消费

品是消费者优先考虑升级的品类，消费者对其品质

的需求尤为强烈。汽车出行、家居装修、药品的轻

奢消费趋势涨幅最大，并保持持续上升态势，高于

其他消费品类。化妆品类、金银珠宝类等美妆时尚

类产品同样有较强的轻奢趋势，消费者对此有较为

个性的品质追求。

当基本生存发展需要得到满足后，人们更多地

考虑进一步丰富自己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发展类消

费逐渐成为消费重点，主要包括医疗保健、教育娱

乐和交通出行方面的消费。

今年爆发的疫情虽然短期影响了人们的消费倾

向和消费决策，但我国 2019 年人均 GDP 突破 1

万美元，人们消费升级的总趋势并不会改变。例如

轻奢消费趋势最为明显的汽车行业，据乘用车市场

信息联席会数据显示，虽然同样受到疫情因素影响，

但近期已体现出快速回暖的态势，9 月份乘用车市

场零售达到 191.0 万辆，同比去年 9 月增长 7.3%，

连续 3 个月增速达 8% 左右。并且，从不同价格区

间来看，28 万元以上的中高端乘用车销量同比增幅

较大，28 万元以下的乘用车销量保持稳定或有一定

程度下滑。中产阶级、高收入人群有较强的资产储

备，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并未受到短期疫情的影响，

轻奢消费趋势保持坚挺。

图 3 中国轻奢消费趋势——消费行为指数

二级指标（涨幅最大的前六个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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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5 岁新中产消费行为：科技产品、个人健康、

休闲娱乐轻奢消费趋势明显

本研究对处于轻奢消费趋势前沿的 30-45 岁新

中产阶层进行进一步深入分析，从而通过消费升级

核心群体了解最新消费趋势。新中产阶层通过调研

人群的收入进行筛选。

部分品类中高端产品渗透度对比如图所示。可

以看出，个人电脑、个人护理产品、保健品、酒类、

药品等品类的中高端产品渗透率较高，并且大幅领先

整体水平，30-45 岁新中产对其重视程度较高，这

些品类的轻奢消费行为更加明显。30-45 岁新中产

对科技产品、个人健康、休闲享受等方面均较为重视，

对于满足基本需求的耐用家电、日常食品等方面，重

视程度与整体人群相差不大。

图 4 部分品类中高端产品渗透率（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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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费理念

消费理念的增长表现相对平缓，2019 年，消费

理念指数达到 118.99 点。

消费者随着自身收入、需求喜好和市场环境的变

化，愈加理智思考，消费时不仅仅要满足基本功能需

求，而要有较高的品质和较好的体验，对于外包装，

产品理念、品牌文化等元素也同样看重。消费者希

望在自己消费能力范围内，获得更好更全面的解决

方案。所以每个企业都要对产品的消费场景进行深

入思考，为消费者带来良好的消费使用体验的同时，

契合背后的生活理念和精神内涵。 图 5 中国轻奢消费趋势——消费理念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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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消费者对产品品质和带给消费者的娱乐体验愈发关注，对绿色环保、健

康悦己和家庭幸福感等方面也有进一步的提升。随着技术发展带来的信息低成本高速

流通，消费者从认知能力、消费理念到消费能力全面升维，鉴别能力不断提高，让企

业难以仅靠价格和渠道就获得青睐。

消费者对产品自身品质及其绿色环保属性等方面都有更高的要求。同时，消费者倾

向于消费具有较强精神属性的商品或服务，传达某种情绪和态度，以此彰显个性，获

得极致体验。

图 6 中国轻奢消费趋势——消费行为指数二级指标

消费理念分项维度：注重产品品质和娱乐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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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5 岁新中产消费理念：轻奢消费观念领先整体

人群

本研究对处于轻奢消费趋势前沿的 30-45 岁新

中产阶层进行进一步深入分析，从而通过消费升级核

心群体了解最新的消费者需求。新中产阶层通过调研

人群的收入进行筛选。

70 后 80 后的成长过程伴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

发展。从 1979 年开始，国家经济复苏，2000 年开

始经济迅速腾飞，GDP 增速连续 12 年保持 8% 以

上的增长速度。他们总体成长于经济快速发展的环

境，且整体文化水平较高，与上一代人在观念上存在

较大区别。他们现在正处于 30-50 岁，是 30-45 岁

新中产阶层的主力人群。

70 后 80 后作为消费主力，近些年的消费趋势

体现在品牌意识的加强，对商品品质要求的提升。

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制造”繁荣发展

带来了供给大爆发；在国内市场无法满足迅速提升

的消费者需求的情况下，从 2005 年开始出现海外

代购潮，认为买贵的大牌的就是好的。现在，在追

求物质上的升级之后，以新中产为代表的消费者开

始回归理性，注重个人体验，出现精神消费升级的

趋势。体现为更多地为体验和服务付费，关注未来，

愿意通过购买理想的产品和服务成为更理想的自己，

愿意为情感属性付费，以此增进幸福感。



20

中国 消费趋势指数报告轻奢

图 7 部分消费理念认同度（2019 年）

本次调研中，84.08% 的 30-45 岁新中产每周锻炼身体， 82.57% 则坚持定

期体检，他们意识到保持身体健康的重要性。对于新中产来说，防患于未然显然

比临时抱佛脚更有风度。30-45 岁新中产对于家庭、产品品质、环保性能等方面

的重视程度均高出整体水平。76.75% 的 30-45 岁新中产表示会考虑付费购买手

机上的娱乐内容，高出整体水平 29.20%，体现出较强的娱乐付费能力和意愿。

30-45 岁新中产对于娱乐体验的重视程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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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酒轻奢消费趋势情况：消费单品平均价

格提升

白酒文化是中华文化发展历程中浓墨

重彩的一笔，白酒产业是我国独有的特色

产业。但回顾产业发展历程和政策导向，

白酒产业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我国对

白酒产业政策可分为三大阶段：扶持期、

限制期、宽松期。

从建国初期到八十年代末属于扶持

期。此时我国属于短缺经济，产品普遍供

不应求，白酒产业投资小、见效快、不怕

坏，少数名酒还是国家的重要创汇产品。

因此，白酒产业地位较高、得到政策扶持。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到 2001 年属于限

制期。国家通过多种税收政策对白酒产业

发展加以限制和调控。但市场需求旺盛，

企业竞争激烈。

从 2002 年开始属于宽松期。白酒产

业在国家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小，税收环

境较为宽松，特别是 2012 年之前，白酒

产业的发展可谓是“黄金十年”。

2012 年，受 " 三公 " 消费限制等因

素影响，行业增速放缓，白酒产业开始进

入深度调整阶段，产业集中度越来越高。

到 2016 年，白酒产业开始复苏，行业利

润开始大幅提升。

在此背景下，2019 年白酒产业迎来

利好政策。从 2020 年起实施的《产业结

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将白

酒产业从“限制类”产业中移出，白酒企

业增加生产线将不再受限。这样放开竞争，

对整个白酒行业都是重大利好，有利于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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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白酒消费产品平均价格（500ml规格）（元/升）

势资源、资本进入白酒行业，有利于建立起良性的竞

争机制。

白酒的生产对地理环境要求较高，优质白酒需要

独特的自然环境、水源、气候、原料等，优质白酒的

生产集中在一些白酒优势产区。产业限制政策的放开

有利于提升优势产区和名优酒企的产能，让它们充分

释放技术、品牌等积累，更好满足消费者白酒消费升

级的需求。

通过对全国一至五线 4 万户城市家庭消费行为的

连续跟踪调查，可以了解城市消费者消费的白酒产品

平均价格，以此研究白酒轻奢消费趋势情况。如图为

500ml 白酒消费产品的近三年平均价格。500ml 规

格白酒最为主流，市场份额达 60% 以上。可以看出，

消费者购买的白酒产品平均价格随季节波动，并呈现

出逐年上升趋势。每年第一季度消费的 500ml 单品

价格最高，跟白酒消费规律相符，春节是一个核心白

酒消费场景。消费的单品价格上升，反映出消费者选

择白酒时越来越倾向于高价格高品质产品，轻奢消费

趋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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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调查样本画像

接近 10 万消费者调查样本画像如图所示。性

别和年龄分布基本保持稳定，以 2019 年为例，男

性占比达 51.73%，女性占比达 48.27%。年龄结构

符合全国人口普查情况，调查年龄段为 15-69 岁，

其 中，15-19 岁 占 比 达 8.10%，20-29 岁 占 比 达

29.13%，30-45 岁占比达 35.68%，46-54 岁占比

达 13.19%，55-64 岁占比达 10.98%，65-69 岁占

比达 2.92%。

图 9 调查样本性别和年龄分布（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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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样本学历情况有一定变化，主要表现为大学本科及大专的占比取得大幅提升，

从 2015 年的 47.92% 增长到 59.30%。相应地，高中 / 中专 / 技校的占比从 28.96%

下降到 20.86%，初中及以下的占比从 18.45% 下降到 14.30%。

图 10 调查样本学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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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2019 年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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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1-12 月

绝对量（亿元） 同比增长（%）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11649 8

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 372260 9

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 148010 3.9

按经营地分

城镇 351317 7.9

乡村 60332 9

按消费类型分

餐饮收入 46721 9.4

其中：限额以上单位餐饮收入 9445 7.1

商品零售 364928 7.9

其中：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 138565 3.7

粮油、食品类 14525 10.2

饮料类 2099 10.4

烟酒类 3913 7.4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 13517 2.9

化妆品类 2992 12.6

金银珠宝类 2606 0.4

日用品类 6111 13.9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 9139 5.6

中西药品类 5907 9

文化办公用品类 3228 3.3

家具类 1970 5.1

通讯器材类 4839 8.5

石油及制品类 20042 1.2

汽车类 39389 -0.8

建筑及装潢材料类 2061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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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轻奢消费趋势指数，属于多指标的综合评价类指数，因为本研

究采用加权算术平均方法来计算。指数计算过程，将根据多维度的实际

指标数据获取情况，先进行指数数据无量纲处理，然后权重确定，最后

进行指数合成计算。指数结果将从时间序列上直观展示中国轻奢消费的

发展变动趋势。

附录三  
指数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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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据处理

在原始数据处理方面，中国轻奢消

费趋势指数采用无量纲化的方法对各底

层指标原始值分别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无量纲化方法是综合评价步骤中的一个

环节，是为了消除多指标综合评价中，

计量单位上的差异和指标数值的数量级、

相对数形式的差别，解决指标的可综合

性问题。

本研究对底层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

理， 基 期 是 2015 年， 基 期 值 均 设 为

100，采用了如下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

的无量纲化计算公式。

              表示第 i 个一级指标下第

ji 个二级指标下第 k 个三级指标的无量

纲化取值，          表示第 i 个一级指标

下第 ji 个指标第 k 个三级指标在第 t 期

的取值，              表示第 i 个一级指

标下第 ji 个指标第 k 个三级指标在基期

2015 年的取值。

100*
2015,,,

,,,
,,,

ii

ii

ii
kji

tkji
tkji z

z
x =

100*
,,,

2015,,,
,,,

tkji

kji
tkji

ii

ii

ii z
z

x =

tkji ii
z ,,,

2015,,,z ii kji

tkji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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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权重核算

（一）主观权重（层次分析法）

鉴于中国轻奢消费趋势指数涉及的领域广泛，单

一权重设置方法可能很难客观反映不同维度指标的

重要性，因此，中国轻奢消费趋势指数权重采用了

层次分析法的基本原理是依据具有递阶结构的目

标、子目标（准则）、约束条件、部门等来评价方案，

采用两两比较的方法确定判断矩阵，然后把判断矩

阵的最大特征值相对应的特征向量分量作为相应的

系数，最后综合给出各方案的权重（优先程度）。

AHP 算法的基本过程，大体可以分为如下六个

基本步骤：

（1）明确问题。即弄清问题的范围，所包含的

因素，各因素之间的关系等，以便尽量掌握充分的

信息。

（2）建立层次结构。在这一个步骤中，要求将

问题所含的因素进行分组，把每一组作为一个层次，

按照最高层（目标层）、若干中间层（准则层）以及

最低层（方案层）的形式排列起来。如果某一个元

素与下一层的所有元素均有联系，则称这个元素与

下一层次存在有完全层次的关系；如果某一个元素

只与下一层的部分元素有联系，则称这个元素与下

一层次存在有不完全层次关系。层次之间可以建立

子层次，子层次从属于主层次中的某一个元素，它

的元素与下一层的元素有联系，但不形成独立层次。

（3）构造判断矩阵。这个步骤是层次分析法

的一个关键步骤。判断矩阵表示针对上一层次中的

某元素而言，评定该层次中各有关元素相对重要性

的状况。设有 n 个指标，                     ，     表

示      相对于       的重要程度判断值。      一般取

图 11 指数层次分析法

组合赋权法进行计算，其中主观权重由层次分析法

（AHP 算法）计算得出，客观权重根据各行业 2019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测算得出。

1, 3, 5, 7, 9 这 5 个等级标度，其意义为：1 表示      

与      同等重要；3 表示      较       重要一点；5 表

示       较        重要得多；7 表示        较更        重

要；9 表示          较        极端重要。而 2, 4, 6, 8

表示相邻判断的中值，当 5 个等级不够用时，可以

使用这些数值。

jAiAjA

jA
jA

jA

jA

iA

iA
iAiA

ija

ija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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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上一层次所有元素 的层次总排

序已完成，得到的权重值分别为 ，与

ja 对应的本层次元素 的层次单排序

结构为 。若 iB 与 jA 无关联，则。

0=j
ib

（6）一致性检验。为了评价层次总排序的计算

结果的一致性，类似于层次单排序，需要对判断矩阵

进行一致性检验。

     

CI 是层次总排序的一致性指标， 是 ja 与权
重对应的 B 层次中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指标；RI 是层

次总排序的随机一致性指标， jRI 是与对应的 B 层次
中判断矩阵的随机一致性指标；CR 是层次总排序的

检验系数。当检验系数 CR<0.10 时，则认为层次总

排序的计算结果具有一致性；否则，就需要对本层次

的各判断矩阵进行调整，以使得层次总排序具有一致

性。

（4）层次单排序。层次单排序的目的是对于上

层次中的某元素而言，确定本层次与之有联系的元素

重要性的次序。它是本层次所有元素对上一层次而言

重要性排序的基础。若取权重向量 W，则有：

其中，λ 是判断矩阵 A 的特征值，W 是矩阵 A

对应于 λ 的特征向量。层次单排序转化为求解判断

矩阵最大正特征值 λmax 和它所对应特征向量，继

而得出这一组指标的相对权重。

为了检验判断矩阵的一致性，需要计算它的一致

性指标：

当 CI=0 时，判断矩阵具有完全一致性；反之，

CI 越大，则判断矩阵的一致性就越差，引起的判断

误差就越大。

（5）层次总排序。利用同一层次中所有层次单

排序的结果，就可以计算针对上一层次而言的本层

次所有元素的重要性权重值（经过归一化处理后），

这就称为层次总排序。层次总排序需要从上到下逐层

顺序进行，最高层的层次单排序就是目标层层次总排

序。

max

1n
CI nλ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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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观权重

（三）组合赋权法

客观权重根据各行业 2019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测算得出。

      组合赋权法把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的权重结果相

结合，得到兼顾主观重要性和客观数据分布合理性。

该方法常用的两种组合方式为“乘法”集成法、“加

法”集成法，对应公式分别如下。

其中     表示第 i 个指标的组合权重；    和     

分别为第 i 个指标的客观权重和主观权重。前者的组

合实质上是乘法合成的归一化处理，该方法使用于指

标个数较多、权重分配比较均匀的情况。后者实质上

是线性加权，称为线性加权组合赋权方法。当决策者

对不同赋权方法存在偏好时，α 能够根据决策者的

偏好信息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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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指数合成

    在多指标综合评价中，合成是指通过一定的算式将多个指标对事物不同方面的评价值综合在一起，以得到

一个整体性的评价。

指标合成的数学方法很多，包括加法合成、乘法合成和加乘混合合成。本指数合成算法采用加权算数平均

方法，即按照指标体系构建层次，逐级进行量化综合，最终形成总指数。选择加权算数平均法的原因是：各评

价指标间重要程度差异较大，且各指标评价值间差异不大，采用加权算数平均法可以反映出指标重要程度的差

异；而且相较于加权平方平均法和加权几何平均法，加权算数平均法的结果更为均衡，能更合理地反映轻奢消

费趋势的变化情况。

     将所有底层指标无量纲化后得到的数值与其权重按如下公式进行简单加权计算得到分指数 tiI , ：

     

其中，i=1,2 ...,n，n 为一级指标个数；j=1,2 ...,m，m 为二级指标个数；k=1,2 ...,p，p 为三级指标个数；

tkji ijii
x ,,, , 表示第 i 项分指数对应的第 k 项三级指数的取值； ijiw , 表示第 i 项指数的二级权重。

将指数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各指标数值与其权重按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总指数 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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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发展经济信息      服务国家战略

打造世界一流信息通讯社

中国经济信息社，是新华社经济信息事业的市场主体，初步构建起了多个国

家级信息平台，包括服务国家金融信息安全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新华财经”、服务“一

带一路”倡议的“新华丝路”、服务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新华信用”，专门从

事指数编制、发布、运维及推广的“新华指数”。

中国经济信息社在国内设有 30 家分中心 , 在全球构建起覆盖主要国际金融中

心城市、“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城市的信息采集网络 , 为海内外 2 万多家用户提

供独家、权威、专业的财经、智库、指数、信用、政务、行业、舆情及“一带一路”

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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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龙 江 哈尔滨市香坊区珠江路 35 号 0451-82395597

吉  林 长春市东中华路 913 号 0431-88463069

贵  州 贵阳市北京路 19 号 0851-88667531

海  南 海口市滨海大道 89 号 0898-68527591

甘  肃 兰州市东郊巷 15 号 0931-8716044

宁  夏 银川市文化西街 33 号 0951-2967023

新  疆 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会展南路 1688 号 0991-8805611

全国服务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