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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国人民团结

一致、众志成城，取得抗击疫情斗争决定性胜利。在复杂严

峻的国际形势下，消费成为稳定国民经济的“压舱石”，新

业态新模式应运而生，消费者行为和习惯也随之发生改变，

消费市场呈现出新的特点和亮点。同时，从中央到地方，一

系列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促进居民消费、落实扩大内需战略

的政策举措陆续出台，提振了消费信心，活跃了消费市场，

丰富了消费供给。展望未来，我国消费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

面没有变，广大居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没有变，消费市场将

伴随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回升而逐步回暖，由技术创新应用所

引发及支撑形成的新消费将在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形成国

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中发挥重要作用。

1.2020 年消费发展环境

1.1 国际环境复杂严峻需倚重国内消费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之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

加速变化，各国供应链稳定和产业安全面临冲击。世界多国

对本土自主生产能力不足和对我国的过度依赖等问题进行

反思，经济全球化遭遇回头浪，国际单边主义、民粹主义、

贸易保护主义势力不断抬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正在向

区域化、本土化、多元化调整，部分产能转出我国已不可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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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全球经济复苏面临着人口增速放缓、老龄化加速、环境

问题与粮食危机加剧、大流行病、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诸多

挑战，未来大概率陷入长期衰退。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增长

表现疲软，我国外部需求面临萎缩风险。面临日益严峻复杂

的全球经贸形势，我国牢牢抓住扩大国内需求这一战略基

点，推动经济双循环建设，是提升经济韧性、增强抵御外部

风险能力的重要途径。2020 年以来，中央政治局会议多次强

调要“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国内需求对构建国内大循

环、拉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1.2 收入预期下降导致理性消费意识提升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我国部分企业面临订单下降、限

制开工、固定成本过高、供应链中断等经营挑战，企业经营

业绩不佳直接影响居民收入。英敏特调查公司数据显示，疫

情影响下我国半数消费者财务状况变差，这对年轻消费者、

低收入者、私营企业员工和个体户等群体更为明显。短期来

看，收入预期下降直接导致居民消费观念调整，消费倾向和

消费意愿降低，理性消费意识凸显。中国新闻网的调查结果

显示，仅 11.6%的参与者表示疫情结束后会进行报复性消费，

近半数参与者提出要报复性存钱而非报复性消费。央行数据

显示居民储蓄倾向增强，2020 年前三季度人民币存款增加

18.15 万亿，同比多增 4.93 万亿元；截至 9 月末人民币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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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额达 211.0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7%。

1.3 数字经济成为新生产力赋能产销衔接

我国数字经济总量和增速位居世界前列，2019 年数字经

济占 GDP 比重超过三分之一。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加速

融合，信息技术在生产与流通等环节深度应用，数据成为重

要生产要素之一，为推动经济循环建设提供新动能。互联网、

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加速传统制造和流通转型升

级，批发与零售企业从传统的商品销售商向供应链服务商、

全渠道服务商、综合服务商加速转型，以供应链逆向整合赋

能上游生产商，基于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 C2B 或 C2M 反向定

制模式得到发展。数字经济平台以数据和技术赋能生产企

业，基于信息技术增强生产企业对市场需求的捕捉能力、快

速响应能力和敏捷调整能力，助力提升产业链协同效力和流

通效率。

1.4 消费习惯调整推动线上消费黏性增强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对消费领域造成较大冲击，居

民非必需品、聚集性、流动性、接触式消费受到严重抑制，

成为经济恢复的薄弱环节。各种新业态新模式引领新型消费

加快扩容，线上消费在保障居民日常生活需要、推动经济企

稳回升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部分线下消费转移至线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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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消费黏性增加。线上消费对象范围不断拓展，网购对象从

标准化程度较高和易于快递配送的商品向生鲜、医药等非标

和低频商品延伸。数字文化娱乐服务受到追捧，视频、游戏

等用户迅速增加，线上教育、办公等迅速兴起，网络授课、

视频会议等成为居家生活新常态。同时，疫情影响下互联网

在中老年人群中迅速普及，中老年人群的线上消费使用频率

与深度均明显提升。2020 年前三季度，我国实物商品网上零

售额同比增长 15.3%，高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2.5 个百分

点，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

24.3%。当前我国居民的线上消费习惯已普遍养成，线上购

物成为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线上渠道消费规模增

长和消费黏性持续增强。

1.5 自然人流动遇阻推动境外消费回流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导致人员跨国流动受阻，我国

居民的境外消费受到较大冲击。我国是全球境外消费第一大

国，境外消费是我国居民消费的主要形式之一，海外的商品

消费与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等服务消费支出规模多年来

持续增长。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的持续扩散和反

复，“封国”和“封城”逐渐成为常态。据世界卫生组织数

据，截至北京时间 11 月 22 日 21 时 31 分，全球累计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超 5788 万例，10 月底法国、德国等再次宣布“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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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全球范围内的人员跨国流动受阻对境外旅行等直接造

成负面影响，受此影响今年我国居民的境外消费规模大幅缩

水。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政

府扩消费政策引导、市场活力不断激发、跨境电商提质升级

等利好因素下，国内消费市场供给侧也持续优化，境外消费

需求转为在国内市场得到满足，境外消费加速回流。拼多多

联合全球头部供应链和制造商，以“外交官+直播带货”模

式让底价进口好货直达全国数亿消费者手中，丹麦曲奇、智

利葡萄酒、新西兰乳制品等进口产品均成为拼多多全球购爆

款。

2.2020 年消费发展特点

2.1 消费市场复苏步伐加快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为全球经济与消费市场带来了

巨大冲击。在疫情影响下，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发展缓慢。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不断向好，我国消费市场稳步复苏，并呈

现加速回暖态势。

消费增速和消费贡献企稳回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0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始终为负，

第二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下降至-73%。2020

年8月开始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开始由负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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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目前已连续三个月同比正增长，第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回升至34.9%。随着常态化疫情防控机

制的运行及新冠疫苗投入生产，我国消费需求将进一步回

升，消费仍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图 2-1 2020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 2-2 2020 年消费贡献率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我国商品消费市场规模保持世界第二位。受疫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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