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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系列数据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

效机制建设

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最新社零数据以及各省市发布的一

季度消费市场表现情况看，我国消费整体呈现显著回暖趋

势。消费作为经济中的慢变量，要推动其可持续发展、长期

繁荣，需要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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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三大目标，我们选取

系列宏观数据，通过观察居民可支配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

入及支出情况、居民消费支出情况及消费者信指数、CPI走

势、乡村及城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走势等数据，管中窥豹

探究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的难点与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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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系列数据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建设

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最新社零数据以及各省市发布的一季度消费市场表现情况看，我国消费整体

呈现显著回暖趋势。消费作为经济中的慢变量，要推动其可持续发展、长期繁荣，需要建立和完善

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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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三大目标，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可以从保障“能消费”

的收入分配，完善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的社会保障，提高“愿消费”的消费信心、有效供给、

扩大农村消费等方面建立。

我们选取系列宏观数据，通过观察居民可支配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及支出、居民消费支出

及消费者信指数、CPI走势、乡村及城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走势等数据，探究扩大消费需求的长

效机制的难点与关键。

一、居民可支配收入稳步增长，增速不稳定或影响消费预期

提高人民收入是扩大消费需求的前提和基础，是提高消费能力的保证，也是以人民为中心、发

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的具体体现。从数据走势来看，近两年受疫情影响，居民收入增速波动较

大，但是整体表现为正向增长。收入的增长是促消费长效机制的重要基础。

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为消费的扩大及可持续提供了基础。但需要注意的是，居民收入增速不

稳定会导致居民对消费的预期降低，将收入的大部分作为预防性储蓄。这也与近两年来居民存款不

断创新高的数据吻合。而超额储蓄的背后，除了有疫情对收入不稳定的影响外，更有来自于居民背

后高企的负债，预防性储蓄便是对较高水平负债的较为保守的应对方法。

从数据中我们也看到，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明显高过城镇居民。农村可支配收入的快速

增长可以扩大农村消费市场，为全国的消费市场提供一个增速较快的区域。这背后既有国家对乡村

振兴政策的支持落到实效，更有农村居民在城市化进程加快下多元化的收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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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近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图表 2：近年城镇及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来源：统计局，新华财经

二、社保支出稳定增长，减轻居民消费后顾之忧

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项基本制度，能够调节收入分配、纾解社会矛盾、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

会和谐稳定，是社会的“稳定器”“安全网”“调节阀”，同时，社会保障制度也是重要的民生工

程。社保的稳定支出，能够减轻居民的生活压力，减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增强居民的消费意愿，

释放居民的巨大消费潜力。

从数据中来看，社保支出近两年都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增长，保障了居民在医疗、退休养老等方

面的需求，为居民的其他消费提供了空间，也增强居民的消费信心。由于受疫情影响，2020年社保

收入有一定下降，但随着疫情防控优化，社保收入也出现了较快恢复。

图表 3：近年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及收入情况

来源：统计局，新华财经

三、居民消费支出保持平稳，消费者信心亟待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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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居民的消费信心，是建立促消费长效机制的重要一环。只有居民想消费、敢消费，消费市

场才能实现可持续繁荣发展。对于居民来说，预期收入增加，基本社会保障有保证，就会增强居民

对未来的信心，改善消费预期，增加消费支出。

我们选取了消费者信心指数、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两个指标来监测居民消费信心的情况。从数据

来看，近两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受疫情影响有轻微的下滑，但总体仍保持增长趋势。从消费者信心

指数来看，近一两年来的信心指数降到近10年来低点，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难以

增高的原因。因此，若要提振消费，消费者信心亟待恢复。

图表 4：近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图表 5：近年消费者信心指数

来源：统计局，新华财经

四、消费供给旺盛、需求不足，CPI价格指数总体保持平稳

以供给侧结构改革为主线，不断扩大优质消费品、中高端消费品的供给，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

的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的消费需求。由于价格是反映供给和需求匹配情况的信号，因此我们选

取了消费价格指数作为判断消费市场供需情况的关键指标。同时，通过社零类别数据的走势，也可

以看到目前消费市场的消费结构变化。

从CPI数据走势来看，食品CPI价格主要由猪肉、鲜菜和鲜果等驱动，会受季节性、疫情等短期

影响因素产生较大波动。而非食品CPI价格主要由工业消费品和服务价格驱动，总体来说趋势相对

比较平稳。但是从近半年的趋势来看，CPI整体趋势是走低的，从一定程度可能反应供给旺盛、需

求较弱的问题。因此要注意多层次提振消费需求。

此外，从社零类别数据来看，以金银珠宝、化妆品、体育娱乐为代表的升级消费保持了较高的

增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消费市场的结构升级与多层次化，更加重视精神层面以及个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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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化的消费。

图表 6：近年 CPI 走势 图表 7：社零类别数据走势

来源：统计局，新华财经

五、农村消费空间较大，基本与城镇消费增速保持一致

在乡村振兴中，生活富裕是根本，生活富裕也是扩大农村消费的根本。在稳步增加农民收入、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上，城镇消费与乡村消费正有效衔接。随着农村公路、电网、物流、

信息网络等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电子商务也逐渐走进农村，农村消费市场正有序发展起来。

从数据来看，近年来乡村社零增速与城镇社零增速基本保持一致。最新数据显示，1-4月份，

城镇消费品零售额130062亿元，同比增长8.4%；乡村消费品零售额19771亿元，增长8.6%。2023年

以来，乡村社零增速大于城镇社零，乡村销售快于城镇。

图表 8：近年乡村消费与城镇消费走势

来源：统计局，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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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财经研报由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发布。报告依据国际和行业通行准则由新华社经

济分析师采集撰写或编发，仅反映作者的观点、见解及分析方法，尽可能保证信息的可靠、

准确和完整，不对外公开发布，仅供接收客户参考。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

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刊登、转载和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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