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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延续平稳复苏态势 三大问题制约恢复速度

——2021 年上半年消费形势回顾及下半年展望

内容摘要：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加速恢复，内生动能

有所增强，消费延续了较好复苏态势，但总体看，需求修

复进度慢于供给的问题日益凸显。就业修复速度滞后于经

济复苏、收入增速慢于经济增速、价格传导速度超预期等

问题成为制约消费恢复进度的主要因素，需引起高度重视。

展望下半年，消费恢复将有所加快，预计下半年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2%，两年平均增长 6.9%左右；全年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7%，两年平均增长 6.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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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半年消费延续复苏态势，内部分化持续显现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加速恢复，内生动能有所增强，消费延续了

较好复苏的态势，但总体看，供需恢复不同步问题持续存在。

（一）消费持续复苏，修复进程尚未完成

今年以来，消费延续了持续修复的基本态势，但从两年平均增速

看，消费尚未完全恢复至正常状态。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

比增长 23%；两年平均增速为 4.4%，仅修复至 2019 年同期增速的五

成左右。上半年，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两年平均实际增速为 3.2%，

修复至 2019 年同期增速的六成左右。与上半年工业增加值增速已经

高于近五年平均增速相比，消费端修复进度明显偏缓，距离恢复常态

仍有一定差距。

（二）三种不同步持续存在，复苏分化态势明显

一是中小型零售单位与大型零售单位恢复不同步。上半年，全部

商品零售额两年平均增速为 4.9%，仅恢复至 2019 年同期水平的六成

左右。其中，限额以上商品零售恢复情况已经高于疫情前水平，上半

年累计增速达到 24.8%、两年平均增速达到 6.6%，高于 2019 年同期

1.9 个百分点。可以看出，限额以下的中小型商品零售业态恢复情况

相对偏慢，成为拖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恢复的重要因素。在服务领

域也存在类似情况，限额以上单位餐饮收入增速要明显快于限额以

下，分化态势明显。

二是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恢复不同步。在各地促消费政策的推动

引导下，商品零售持续恢复，修复进度已过六成，但疫情对线下接触

型服务消费的影响尚未完全结束，服务消费修复进度落后于商品消

费。上半年全国餐饮收入两年平均增速仅为 2.5%，特别是中小餐饮

单位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仍需时间恢复。在清明、五一等假期因素

带动下，旅游消费已经恢复至正常水平的 70%左右，但局部疫情散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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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发导致旅游消费脆弱性较大。

三是城乡消费恢复不同步。上半年，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

同比增长 17.4%，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同比增长 16%，低

于农村居民增速 3.7 个百分点。从两年平均情况看，上半年我国城镇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增速为 1.5%，仅修复至 2019 年同期水平的

36.4%；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两年平均增速为 6.1%，已修复至 2019

年同期增速的 94.9%。

（三）三类消费增长接近常态，一类消费受冲击较重仍需回补

第一，三类消费已达到或接近增长常态。截至 6 月底，基本生活

消费、新兴消费以及耐用品消费已经接近或恢复至正常增长区间。上

半年，限额以上粮油食品类零售额、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零售额以及

日用品类零售额的两年平均增速已经分别修复至 2019 年同期增速的

112.4%、122.7%和 97.2%；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8.7%，占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已经达到 23.7%；限额以上通讯器材类零

售额两年平均增速已经达到 15.5%，比 2019 年同期高 8.1 个百分点。

同时，耐用品消费显著回暖。在政策支持等因素推动下，汽车销售稳

步复苏，4 月销量同比转正，结束连续 21 个月的下降态势。上半年

限额以上单位汽车零售额两年平均增长 5.2%，高于 2019 年同期 4 个

百分点。另外，在一、二线重点城市房地产调控政策明显收紧的情况

下，部分低线城市房价不断攀升，全国房地产销售保持较快增速，疫

情期间积累的装修需求集中释放，带动建筑装潢、家具家电等购房相

关消费加快恢复。上半年，限额以上家具类零售额的两年平均增速为

5.7%，与 2019 年同期持平；限额以上建筑及装潢材料类零售额两年

平均增速为 8.8%，高于 2019 年同期 5.2 个百分点。第二，升级类消

费所受冲击深坑仍需回补。虽然必需生活品等消费修复进度较快，但

受就业压力大、居民增收困难等因素影响，部分收入弹性较大的可选

类、升级类消费恢复速度偏慢，仍有较大修复空间。上半年，全国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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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人均交通通信支出、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支出、其他用品及服务

消费支出的两年平均增速分别仅为-1.9%、-0.3%和-1.8%，分别低于

2019 年同期增速 9.7 个、20.9 个和 8.4 个百分点。当前，我国居民

消费已经进入发展型、享受型消费快速增长的结构升级加速期，但本

次疫情增加了此类消费的增长脆弱性，对其发展态势产生一定影响。

二、三大问题制约消费复苏进度，疫情影响仍在持续

当前，就业修复速度滞后于经济复苏、收入增速慢于经济增速、

价格向下游传导速度超预期等问题影响消费复苏，需引起高度重视。

（一）就业修复速度相对滞后，用工需求与就业意愿问题并存

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经济稳步复苏，疫情对就业的影响

逐步弱化。但就业修复滞后于经济复苏的问题日益凸显，就业问题对

消费的影响也将超预期存在。一是企业用工需求尚需恢复。在疫情冲

击下，企业面临保生存、保运营的巨大压力，资产负债表彻底修复仍

需时日，用工需求阶段性减弱。当前，44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仅有 41%

的行业的平均用工人数恢复正增长，59%的行业依然保持负增长或零

增。二是低技能就业回升缓慢。由于服务部门整体生产的恢复相对缓

慢，特别是中小服务企业困难大，就业特别是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压力

较大。三是就业意愿有所减弱。疫情冲击下，部分年轻人不愿意工作、

不愿意去中小企业工作的现象明显增多，农民工工作半径有所缩小，

导致用工荒现象进一步凸显，与就业难问题并存。

（二）收入增长出现“两个慢于”，三种收入分化进一步凸显

第一，我国居民收入增长出现“两个慢于”。一是居民收入增速

慢于经济增速。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 12%,慢

于 GDP 增速 0.7 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速仅为 5.2%，慢于 GDP 两年

平均增速 0.1 个百分点。二是城镇居民收入恢复慢于农村居民。上半

年，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两年平均增速分别为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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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分别修复至 2019 年同期增速的七成、九成左右。从收入结构

看，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约七成，已

经基本修复至 2019 年同期水平，但城镇居民这两项收入的修复进度

仅六成左右。

第二，三种收入分化进一步凸显。一是财产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

进一步分化。在流动性宽松等因素影响下，高收入群体通过资本市场

获得更高资本利得，财富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以工资性收入为主的普通

劳动群体。二是地区收入分化进一步加深。浙江、广东等发达省份人

均可支配收入的两年平均增速已经回升至 8%以上，而东北和北方部

分地区则在 4%或以下。三是行业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疫情之下，

信息传输、金融等行业收入增速较高，而住宿餐饮、教育等低收入行

业增速最低。一季度，外出农民工数量较 2019 年同期下降 0.7%，工

资增速仅 2%左右，且连续三个季度延续此水平。总体来看，我国收

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拉大。上半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是平

均数的 84.4%，低于 2019 年同期 2.4 个百分点。

（三）价格传导超预期，消费品供给存在短缺风险

国际原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推动国内生产价格

快速上涨，PPI 有加速向 CPI 传导的风险，影响消费复苏。一方面，

价格超预期传导影响消费意愿。通过原材料、农产品和原油价格这三

条途径，PPI 推动部分终端消费价格有所上涨，影响消费意愿。上半

年，CPI 累计上涨 0.5%，其中，非食品项价格累计上涨 0.7%，环比

涨幅仍在扩大，尤其是受油价影响较大的交通通信和冰箱、电视机等

其它生活用品及服务的价格涨幅较大。另一方面，价格超预期传导导

致消费品供给存在短缺风险。虽然我国历史数据表明，在产业链上下

游门类齐全、下游竞争较为充分、下游产业议价能力相对偏弱等因素

影响下，我国上游成本向下游转嫁的难度较小，而下游成本向消费者

转嫁的难度较大，因此 PPI 上涨对 CPI 的传导效应有限。但要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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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成本升高过快、持续盈利欠佳，下游企业会通过减产来应对上游

成本转嫁。有调研显示，因为壳体原材料成本上涨超过每单位 20 元、

电机风轮成本上涨超过每单位 10 元，4 月和 5 月全部家电产品均亏

本制造，已有家电企业选择暂停接受订单、暂停生产来应对。统计局

数据显示，下游 15 个消费品行业中，一季度的两年平均复合利润增

速为负的行业有 8 个，占比 53%，包括食品制造、纺织服装、木材加

工、家具制造、印刷、文教工美体育娱乐用品制造等行业，其中食品

制造和纺织服装业利润增长压力最大。一旦上游成本持续走高、持续

向下转嫁，这些行业将面临更大亏损乃至停产风险。

三、下半年消费恢复有所加快，总供需更趋均衡

展望下半年，在促消费政策持续显效、新型消费激发新需求等因

素支撑下，消费需求将持续恢复，恢复速度有所加快，供需复苏不同

步问题将继续缓解。

（一）下半年消费修复速度有所加快

从具体消费种类看，必需品消费保持平稳增长态势，波动性较小；

由于收入弹性较大，随着下半年收入有所好转，可选类消费有望加快

恢复；由于芯片短缺导致厂家实施减产计划、车辆交付周期延长、热

销车型供给紧张、原材料成本上涨导致厂家促销政策有所收紧等，汽

车销量增长承压，面临阶段性调整；由于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控，住房

消费将保持平稳增长。从总体来看，在有利因素支撑下，下半年消费

修复速度将快于上半年，总需求偏弱问题有望进一步缓解，但终端需

求的修复速度相对慢于生产端的态势仍将存在。在一些有利因素的支

撑下，初步预计 2021 年下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2%，两年

平均增长 6.9%，比上半年两年平均增速加快 2.3 个百分点；预计 2021

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7%，两年平均增长 6.0%左右。

（二）有利因素支撑消费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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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扩消费政策落地见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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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助力形成强大国

内市场的六大方面十九项政策举措逐步落地，有利于进一步激发国内

市场潜力。促汽车消费政策持续发挥作用，通过增加号牌、鼓励购买

国六车型、推动以旧换新等措施夯实汽车消费回暖基础。同时，改造

升级城市消费中心、打造夜间经济等措施有利于更好满足居民生活需

要，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二是新型消费激发新需求。新型消费规模

加速扩容，网购带动快递业务量快速增长，日均 2 亿多件已成常态；

新型消费相关技术如 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等

加速应用；新型消费业态模式加速涌现，从吃、穿、用等实物消费领

域加快向医疗、教育、文娱、旅游、体育、健身等更多服务领域扩张

渗透；新型消费主体加速培育，疫情推动消费者对新型消费的接受认

可度持续提高。总体来看，新型消费正在加快实现“线上线下双向融

合”，迎来全场景的深度拓展期，对总消费的带动作用更加显著。

四、政策建议

针对当前消费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应从保就业、促增收等方面

入手，助力消费加速修复。

（一）稳定市场主体保就业

有力推进中小企业纾困减负支持政策再升级。一是继续执行制度

型减税政策，延长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优惠等部分阶段性政策执行期

限。二是推动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继续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推

动中小企业宽带和专线平均资费再降 10%。取消港口建设费，将民航

发展基金航空公司征收标准降低 20%。减免国有房产租金。三是严控

非税收入不合理增长，严厉整治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等行为。

（二）多种方式促就业

一是促进灵活就业和服务外包行业健康发展。着力抓好平台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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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人员保障工作，合理界定平台企业责任，鼓励用工企业购买商业

保险、开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探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

社保的各种限制。鼓励服务外包行业协会发展，通过促进行业发展标

准化建设提升行业发展水平。二是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加大职业技能

培训补贴力度，支持地方因地制宜调整完善职业培训补贴政策，对企

业新型学徒制、岗前培训、安全技能培训和转岗技能培训等员工急需

的职业技能培训予以重点支持，重点加大新生代农民工、城乡未继续

升学初高中毕业生、下岗失业人员、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含残

疾人）等重点群体职业技能培训。

（三）加强税收抵扣减负担

在现有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个税抵扣额度，阶段性提高子女

教育抵扣额、继续教育抵扣额、住房贷款利息抵扣额、住房租金抵扣

额、赡养老人抵扣额等，增强对中等收入群体的扶持力度，进一步增

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四）激发县域消费潜力促升级

在产品层面，大力向县城、农村地区提供更好品质的商品和服务

供给；在收入层面，除落实好减税降费以外，加速推进农村“三块地”

改革，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藏富于民，以增收促进消费；在建设方

面，同时加快推进县、镇、乡、村各级道路、停车场等基础设施建设，

以及电商物流网络、消费市场等消费基础设施建设，扫清县域居民消

费的物理障碍；进一步加强县城对周边村镇的辐射带动能力，让村镇

居民较为便利地在县城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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