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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新消费场景为经济增长提供新

动力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联合

印发《关于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增

长点的措施》，旨在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措施》涵盖了六

大重点任务，包括餐饮、文旅体育、购物、

大宗商品、健康养老托育以及社区消费新

场景的培育，制定了17项政策举措，培育

和壮大消费新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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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新消费场景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等五部门联合印

发《关于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的措施》，旨在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政策支持进一步提振消费，释放内需潜力，促进经济增长，对我国经济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 

一、消费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措施》提出六大重点任务，包括餐饮、文旅体育、购物、大宗商品、健康养老托育以及社区

消费新场景的培育，并制定了17项政策举措，培育和壮大消费新增长点。《措施》提出，消费政策

将重点支持新能源汽车、绿色产品、智能家居等领域的发展，同时加大对农村和贫困地区的扶持力

度，提高这些领域的消费水平。政策要求，挖掘地方特色美食资源，鼓励各地发布餐饮美食指引，

因地制宜打造“美食名村”“美食名镇”，推广中华传统饮食文化。各地加强对商业街区、旅游景

区等重点区域的管理，提升消费场所的服务水平和品质，为消费者创造更加便捷舒适的消费环境。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重要的一环。消费加快恢复，投资持续增长，内需贡献稳

步提升，有效对冲了外需收缩的压力，对经济总体回升向好发挥了积极作用。2023年，最终消费支

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2.5%，是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今年一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5.3%，

最终消费支出的贡献率为73.7%，拉动GDP增长3.9个百分点。在全球经济低迷、外部环境复杂多变

的形势下，扩内需是经济工作的主要抓手，继续发挥内需即投资和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至关重要。 

据6月25日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1-5月网上零售额达5.77万亿元，增长12.4%；主要在线旅

游平台入境游销售额增长1.9倍。线上促销活动拉动效应强，“双品网购节”“618”活动提前，实

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为24.7%，比1-4月提高0.8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增长

动力足，重点监测网络服务消费增长23.2%，主要在线旅游平台入境游销售额增长1.9倍。数字消费

亮点多，AI相关产品增长20.8%。电商平台以旧换新枢纽作用大，相关产品配送范围扩展至全国96%

以上城镇。5月份，洗衣机、家具和手机等主要品类提速，分别增长33%、21.3%和20%。 

在汽车方面，1-5月份，全国报废汽车回收220万辆，同比增长19.4%；新能源汽车销售389.5

万辆，同比增长32.5%，占新车销量的33.9%；二手车交易786.4万辆，同比增长8.7%。 

在家电方面，1-5月，限额以上单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3421亿元，同比增长7%。

其中，5月限额以上单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743亿元，同比增长12.9%。下一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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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各部门将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持续提升便民服务，推动既定政策举措尽快落地实施，确保“真金

白银”的优惠直达消费者。 

二、打造消费新场景加快消费体质升级 

《措施》要求，完善城市社区便民服务，推进完整社区建设，支持社区盘活现有闲置房屋场所，

鼓励利用现有设施转型为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推动养老育幼、邻里助餐、健康服务等服务进社区。

因地制宜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消费新场景是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的系统集成，对促进

消费提质升级，更好满足人民高品质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有14亿多人口，人均GDP超过1.2万美元，随着我国人均GDP的提升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

消费升级步伐有望进一步加快。消费者的关注点已由基本消费品，逐渐转移到医疗、教育、旅游、

娱乐等领域，服务类消费成为消费新引擎。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从需求侧看，我国有

全球规模最大、成长性最好的中等收入群体，孕育着大量消费升级需求。围绕居民吃穿住用行等传

统实物消费和服务消费，培育一批智能绿色健康安全的消费新场景可以起到很好的引领示范作用。

从供给侧看，以消费升级为导向的产业升级正在提速，产业体系对智能化、共享化、网联化等新形

态和新模式的支撑有望进一步增强。 

《措施》提出，科技赋能助力消费升级，丰富家装家居消费场景，推广智慧厨房、智能睡眠、

健康卫浴等应用场景，推进室内全智能装配一体化和全屋智能物联。研发融合数字孪生、脑机交互

等技术的医疗装备和健康用品，探索发展智慧社区，推动社区生活服务数字化、智能化发展。随着

消费环境的改善和新业态的涌现，消费者将有更多的理由和信心去消费。有助于释放内需潜力，促

进经济增长，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新消费政策将有力地推动相关领域的发展，为经济增

长提供新的动力，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绿色产品等领域，政策的出台将有助于引导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提高产业链的整体竞争力。推动消费创新，培育新业态，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新技

术、新产品的研发和应用，同时支持线上线下融合的新零售模式的发展，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丰富多

样的消费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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