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6 请参阅本报告最末重要声明  

 

 

 

 

 

 

 

 

 

作者：黎轲 朱嘉林 

 

电话：010-58352867 

邮箱：like@xinhua.org 

 

 

 

 

 

编辑：杜少军 

审核：张  骐 

 

 

 

 

 

 

 

年内消费有望温和上涨 

——2022年下半年消费展望 
 

上半年我国消费缓慢恢复，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约2/3

左右，仍处于较低水平，消费低增对全年经济实现增长5.5%

左右预期目标造成较大压力。稳经济大盘有待各级政府发力

提振消费，努力清除制约消费的各种障碍。 

往后看，下半年经济企稳回升、促消费政策陆续落地起

效、疫情管控更为灵活、居民消费意愿回升、就业形势好转

等积极因素，均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支持消费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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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消费有望温和上涨 

——2022 年下半年消费展望 

上半年，我国消费缓慢恢复，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约2/3左右，仍处于较低水平，消费低增将

对实现全年经济增长5.5%左右预期目标造成较大压力。稳经济大盘有待各级政府发力提振消费，努

力清除制约消费的各种障碍。 

往后看，下半年经济企稳回升、促消费政策陆续落地起效、疫情管控更为灵活、居民消费意

愿回升、就业形势好转等积极因素，均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支持消费修复。 

一、消费低增制约经济复苏提速 

近年来，我国逐步成为消费大国，消费连续多年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在“三驾马

车”中贡献过半。2021年，最终消费支出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5.4%。 

进入2022年，消费继续担当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但受国内外各种冲击影响，我国消费恢

复基础尚不稳固，持续恢复面临制约，稳增长基础亟需加固。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0432

亿元，同比下降0.7%，处于较低水平。 

图表 1：消费恢复处于较低水平 

 

来源：新华财经 

与消费低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半年我国新增居民存款规模10.33万亿元，创下历史同期新

高，较去年同期增加2.9万亿，同比增速高达38.7%。两组数据的背离，反映出当前国内居民主动

消费意愿总体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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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低欲望”消费模式长期化趋势或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形成较大风险和挑

战。有乐观分析认为，我国消费市场规模大、潜力足、韧性强，长期平稳向好的内在基础没有改

变，未来被疫情抑制的消费会出现报复式反弹。而财新网对2万余份消费者样本调查显示，仅有

11%的消费者有意愿在疫情后报复式消费，高达46%的消费者表示疫情后不但不会报复式消费，反

而要报复式存钱。 

究其原因，一方面，疫情冲击下部分消费者收入降低，更多居民收入预期下降，预防性储蓄

需求上升，消费意愿下降；另一方面，行为心理学中有“21天效应”理论，即持续21天的行为会

形成新的习惯。受疫情影响，部分消费者对购物、服务等依赖的减少可能渐成一种习惯。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李稻葵称，研究表明居民收入减少导致的消

费下降，会形成长达七八年的惯性，这将显著削弱居民消费意愿，影响消费行为。 

短期来看，消费低迷导致中小微企业经营压力增大。当前部分中小微企业面临的最大压力不

是能否获得融资，而是消费低迷下难以创造收入。只有激活消费，才能为中小微企业创造可持续

的现金流。 

两年多来，疫情冲击让国内中小微企业处境十分艰难，给其发展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其

中，餐饮、旅游、交运、酒店、娱乐、建筑装修、美容、家政等服务行业受到的冲击尤为严重，

服务需求锐减。 

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持续释放“就业优先”信号，将稳岗稳就业放在突出位置。而中小微

企业对于吸纳就业具有重要意义，据《2020中国数字券消费账单》统计，服务行业中的中小微企业

吸纳了中国就业总人数的47%。由此可见，当前稳就业压力巨大，亟需激发消费潜力，纾解民营企

业尤其是服务业企业经营压力刻不容缓。 

无论从长远还是短期来看，均需要尽快激活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有效扩大内需，促进消费

回补，培育新消费业态，形成以国内市场为主要驱动力的经济增长格局。稳经济大盘有待各级政

府发力提振消费，扩大就业，努力清除制约消费的各种障碍。 

需要看到的是，我国有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中等收入群体人口超4亿，人均GDP已突

破1万美元，消费增长空间巨大。当前，消费市场虽面临若干挑战和风险，但经济基本面开始回暖

复苏，通过综合施策释放消费潜力，在“稳”“保”“新”上下功夫，可促进我国消费持续恢

复。 

二、下半年消费有望温和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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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局数据显示，6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742亿元，同比增长3.1%，较5月的-6.7%大

幅改善。消费出现较好复苏，主因是居民前期被抑制的服务消费需求逐步释放，叠加政府近期一系

列针对乘用车的稳消费政策以及促家电消费的政策。从具体数据上来看，7月财新服务业PMI为

55.5%，较6月提升1个百分点；6月乘用车厂家零售和批发销量分别同比上升53.11%、84.12%，较5

月同比-14.69%和1.66%有较大增幅。 

从上半年情况来看，市场销售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基本生活消费较快增长。上半年粮油

食品类、饮料类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9.9%和8.2%，居民基本生活消费得到保障。二是网上零售稳

定增长。上半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5.6%，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25.9%。三

是服务消费下降。上半年餐饮收入同比下降7.7%，居民旅游出行等服务消费也有所减少。 

在汽车销售方面，乘联会数据显示，1-6月累计零售926.1万辆，同比下降7.2%，同比减少

71.5万辆，其中3-5月同比下降103.1万辆。进入6月后，汽车市场环境大为改善。6月乘用车市场

零售194.3万辆，同比增长22.6%，环比增长43.5%，6月零售环比增速处于近6年同期历史最高值。

4-6月份，汽车对消费的拉动效用分别是-9.5、-4.4、4.9个百分点，逐月回升，是近期消费修复

的主要动力。类似的还有服装消费，同期拉动效用分别为-2、-1.4、0.2个百分点。 

展望年内消费，下半年经济企稳回升、促消费政策陆续落地起效、疫情管控更为灵活、居民

消费意愿有所抬升、就业形势好转等积极因素，均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支持消费修复。预计年内

消费将主要呈现温和上行走势，2022年消费增速为2.5%左右。 

图表 2：汽车与服装对消费拉动效用逐月增大 

 

来源：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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