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下聚焦A4 2024年8月9日 星期五 责编：陈奇 王可嘉 版式：徐慧 校对：林江 夏晓燕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
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的决定》，强调“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近日召开的中
央政治局会议部署“以提振消费为重点扩大国内需求”。

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规模持续增长，新型消费不断发
展。随着一系列发展和改革举措接续出台，扩内需促消费政策
落实落细，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有望不断释放。

打造更强劲的消费主引擎
——当前抓改革促发展观察之二

64岁的王庆春和老伴从高温的湖南长沙出发，抵达
清凉的云南曲靖避暑，开启“养老候鸟”的旅程。

旅居养老是养老服务消费、发展银发经济的新模式
之一。据测算，我国银发经济规模目前在7万亿元左右，
到2035年有望达到30万亿元左右，潜力巨大。

拥有 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全球规模最大、
成长性最好的中等收入群体，中国的消费潜力不容小
觑。如何把蕴藏的巨大消费潜力释放出来？

以服务消费为重要抓手推动消费扩容升级——
近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要以提振消费为

重点扩大国内需求，提出“把服务消费作为消费扩容升
级的重要抓手”。

“我国正处在服务消费较快增长阶段，服务消费增
速快于商品消费，成为居民消费的主要增量来源。与高
收入经济体相同发展阶段的平均水平相比，我国服务消
费占居民消费比重仍然偏低，具有较大发展空间。”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丽芬说。

挖掘餐饮住宿、家政服务、养老托育等基础型消费
潜力；激发文化娱乐、旅游、体育、教育和培训、居住服务
等改善型消费活力……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促进服务消
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外发布，进一步释放以服务消
费为扩大内需添动力的明确信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袁达表示，要把促消费放
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推动教育、养老、育幼、家政等服务
消费提质扩容，支持文体旅游高质量发展。

完善长效机制为扩大消费积蓄后劲——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
这其中，关键是要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

后顾之忧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
收入是消费的前提和基础。“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

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
收入”“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决定围绕完
善收入分配制度、完善就业优先政策作出系列部署。

美国《外交学者》杂志近日报道说，落实三中全会提
出的改革举措，将有助于提高中国居民收入、促进消费，
并将为外商创造机会。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一部主任顾严说，要
进一步稳就业促增收，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上补短
板，在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户籍制度改革上强弱项。

激发消费潜力，还要营造更优的消费环境。
7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

条例》正式施行，对消费者反映强烈的完善直播带货等
新业态监管、治理大数据“杀熟”、加强预付式消费保障
等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规范，护航“放心消费”。

展望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扩大居民消
费的长效机制加快完善，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作
用将更加凸显。

改革破题
积蓄更强发展后劲

无人机搭载着外卖盒子，缓缓降落在
景区的专属“停机坪”上，工作人员取出外
卖，送到露营游客手中……在四川天府新
区麓湖生态城麓客岛景区，无人机配送带
来便捷、新鲜的消费体验。

这是我国消费焕新的一个生动注
脚。居民消费正从注重量的满足向追求
质的提升转变，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
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从模仿型向个性
化、多样化转变。越来越多人更愿意把时
间和精力投入到自己的兴趣爱好和提高
生活质量上，各种相关产品和服务应运而
生。

需求之变、结构之变，也孕育着动能
之变。

培育新场景，深挖消费潜能——
入夜，重庆江北区观音桥步行街上人

流如织，除了购物，游客还可以在这里参
加运动体验、潮玩打卡、啤酒闯关等互动
活动。

“白天天气闷热，我们选择在三峡博
物馆等室内场所游览。傍晚气温降低，我
们来观音桥的网红打卡点看夜景。”来自
山东的游客刘迪一说，多元的夜间消费项
目能够让人们更充分体验当地特色。

“清凉经济”不断培育，旅游专列路线
丰富，无人售货超市深入百姓生活，“跟着
演唱会去旅行”成为出游新风尚……各地
着力打造消费新场景，激发消费新动能。

上半年，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催生新的消费场景，直播带货、即时配送

等消费新模式不断涌现，带动实物商品网
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8.8％，快递业务量突
破800亿件。

今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
布《关于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增长
点的措施》，更好顺应消费场景新变化，推
动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市场新需求。

把握新趋势，引领消费风潮——
近期，北京市举办“2024 全球首发

节”，围绕“国潮新风尚”“文创新消费”“数
字高科技”“运动快时尚”四大主题，举办
百余场新品首发、首秀、首展活动；今年前
4个月，上海新设各类首店489家，平均每
天4家首店落“沪”……

开设首店、新品首秀、艺术首展，“首
发”创新创意正落地开花。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积极推进
首发经济。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电子
商务首席专家李鸣涛分析，首发经济有很
强的创新属性，可以激发和带动消费，各
地要因地制宜，激活“流量密码”。

以首发经济为代表，满足消费者新需
求的新产品更新迭代，休闲、绿色、健康、
数字、智能等成为消费新风潮。

上半年，限额以上单位体育娱乐用品
类、通讯器材类零售额实现两位数增长，
高能效等级家电、智能家电销售实现较快
增长，AI学习机和智能穿戴网上零售额
同比分别增长136.6％和31.5％。

顺应发展趋势，形成政策合力，新型
消费正展现出别样生机。

顺势而为
培育消费新动能

在新疆阿勒泰，当地推出《我的阿勒
泰》取景地旅游线路，带领游客们探寻雪
山、草原的诗情画意；在陕西西安，游人
骑行穿越大街小巷打卡城墙和钟楼、在
大唐不夜城换上唐装汉服感受“穿越”之
旅……

暑假期间，文旅消费“火热”。各地
将举办超 4000项约 3.7万场次文旅消费
活动，围绕夜间游、避暑游、亲子游、研学
游等消费热点，推出发放消费券、票价优
惠、消费满减、折扣套餐等惠民措施。

暑期消费，是当下消费市场的一个缩
影。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23
万亿元，同比增长3.7％，服务零售额同比
增长7.5％；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
率为 60.5％，拉动GDP增长 3个百分点，
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作用显著。

消费的“稳”，背后是政策的“进”。
直接向地方安排 1500亿元左右超长

期特别国债资金；报废旧车并购买新车
的个人消费者，补贴标准大幅提高；对个
人消费者购买冰箱等 8类家电产品给予
以旧换新补贴……10多天前，消费品以
旧换新再迎“政策包”。

今年 4月，我国发布《推动消费品以
旧换新行动方案》，提出推动汽车换

“能”、家电换“智”、家装厨卫“焕新”，逐
步建立“去旧更容易、换新更愿意”的有
效机制。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引导居民消费

潜力有序释放，对拉动汽车、家电等耐用
消费品增长起到催化作用。上半年，限
额以上单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
零售额同比增长 3.1％，比上年同期加快
2.1个百分点；新能源乘用车零售量同比
增长33.1％。截至7月25日中午，商务部
汽车以旧换新信息平台已收到汽车报废
更新补贴申请超 36万份，申请量呈现加
快增长态势。

商务部创新开展“消费促进年”系列
活动，推动出台促进餐饮业高质量发展
的指导意见；文化和旅游部贯穿全年举
办全国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活动；市场
监管总局加快制定电动汽车、家用电器、
家居等领域消费品质量安全标准……一
系列促消费政策加快推出，效应陆续显
现。

不容忽视的是，虽然消费市场总体
保持增长态势，但恢复基础仍需巩固，居
民消费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要以提振消费为重点扩大国内需
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要更多转向惠民
生、促消费”，近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
议明确提出。

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统计司司长于
建勋说，要扎实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释
放消费潜能，着力增强居民消费能力，不
断培育壮大消费新增长点，推动消费市
场持续扩大，进一步发挥消费对经济发
展的基础性作用。

政策加力
稳住消费“基本盘”

2024 年 5 月 4 日，消费者在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商圈的方圆
LIVE商场内购物游玩。

2024年7月22日拍摄的新疆阿勒泰地区喀纳斯景区（无人机照片）。

2024年5月17日，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山东站暨2024全国家电消费季启动仪式在青岛举行。

2024年7月24日，参展商在南博会咖啡产业馆直播带货。

2023年8月20日，游客在湖北省恩施州建始县地心谷景区游玩
（无人机照片）。

西安大唐不夜城景区景色（2024年2月2日摄，无人机照片）。

2024年5月25日，在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石臼街道
日照幸福护理院，老人在工作人员的陪护下做填图游
戏。

（图文均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