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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社零同比下降11.1% 疫情短

期冲击不改消费持续增长趋势 
 

5月16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29483亿元，同比下降11.1%。其中，除汽车以外

的消费品零售额26916亿元，下降8.4%。1-4月份，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138142亿元，同比下降0.2%。其中，除汽车以外

的消费品零售额124807亿元，增长0.8%。 

按经营单位所在地看，4月城镇及乡村消费均受疫情冲

击较大，尤其是城镇消费在多月大幅增长后出现负增长。4

月餐饮收入下滑幅度较大，接触式服务受疫情影响大。按零

售业态分，自助式消费和社区店零售保持增长。网上零售额

占比提升，电商、网上零售保持增长。从具体商品分类来看，

尽管4月市场销售下降，但居民基本生活供应还是得到有效

保障，相关商品销售保持了增长。 

总的来看，4月份消费下降主要是受到疫情短期冲击影

响，随着疫情得到控制，消费有望逐步恢复。线上消费和升

级类消费仍会成为消费的重要支撑。下阶段，援企稳岗力度

加大，就业基本盘总体稳定，有利于保障居民收入和居民消

费能力。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出现下降，不会改变

中国消费持续增长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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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社零同比下降11.1% 疫情短期冲击不改消费持续增长趋势 

5月16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9483亿元，同比下降11.1%。

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26916亿元，下降8.4%。1-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8142

亿元，同比下降0.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124807亿元，增长0.8%。 

按经营单位所在地看，4月城镇及乡村消费均受疫情较大冲击，尤其是城镇消费在多月大幅增

长后出现负增长。4月餐饮收入下滑幅度较大，接触式服务受疫情影响大。按零售业态分，自助式

消费和社区店零售保持增长。网上零售额占比提升，电商、网上零售保持增长。从具体商品分类来

看，尽管4月市场销售下降，但居民基本生活供应得到有效保障，相关商品销售保持增长。 

总的来看，4月份消费下降主要是受到疫情短期冲击影响，随着疫情得到控制，消费有望逐步

恢复。线上消费和升级类消费仍会成为消费的重要支撑。下阶段，援企稳岗力度加大，就业基本盘

总体稳定，有利于保障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能力。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出现下降，不会改

变中国消费持续增长的趋势。 

一、多地疫情散发短期影响消费，4月社零同比下降11.1% 

5月16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9483亿元，同比下降

11.1%，比2020年增长4.67%，两年平均增速为2.31%。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26916亿

元，下降8.4%。1-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8142亿元，同比下降0.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

消费品零售额124807亿元，增长0.8%。 

图表 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速度（%） 

 

来源：统计局，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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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1.1%，去年同期数值为17.7%。从基数方面来看，今年4月

份的同比增速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度下降，主要是因为2020年的4月份社零总额受疫情冲击导致绝

对值较低，推高了2021年的同比增速，而今年4月，受到3月下旬以来全国多地多点散发疫情影

响，对国内生产生活构成一定冲击，影响了居民的线下消费。从数据上看就可以得知，4月份餐饮

收入2609亿元，下降22.7%。根据乘联会发布数据显示，4月乘用车市场零售达到104.2万辆，同比

下降35.5%，环比下降34.0%，4月零售同比与环比增速均处于当月历史最低值。而1-4月累计零售

595.7万辆，同比下降11.9%，同比减少80万辆，其中4月同比下降57万辆的影响较大。预计5月份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同比较3月和4月应有所好转。 

二、非生活必需品和餐饮受疫情影响明显，电商、网上零售保持增长 

按经营单位所在地看，4月份，城镇消费品零售额25637亿元，同比下降11.3%；乡村消费品

零售额3846亿元，下降9.8%。1-4月份，城镇消费品零售额119929亿元，同比下降0.3%；乡村消

费品零售额18213亿元，增长0.4%。 

4月城镇及乡村消费均受疫情较大冲击，尤其是城镇消费在多月大幅增长后出现负增长。从数

据来看，2021年以来，城镇消费在连续多月较2019年同比大幅增长情况下，2022年4月录得了负增

长，主要与本次疫情受影响区域有关。今年4月份，部分地区受疫情影响冲击严重，尤其是受疫情

冲击比较严重的长三角和东北地区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同比下降幅度均超过30%。但是累计

值来看，1-4月份，城镇消费品零售额119929亿元，同比下降0.3%；乡村消费品零售额18213亿元，

增长0.4%。因此，从长远来看，消费基础仍在，疫情结束后消费将逐步复苏。 

图表 2：各月城镇及乡村消费情况 图表 3：近年城镇乡村消费较 2019 年增速 

  

来源：统计局，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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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消费类型分，4月份，商品零售26874亿元，同比下降9.7%；餐饮收入2609亿元，下降

22.7%。1-4月份，商品零售124880亿元，同比增长0.4%；餐饮收入13262亿元，下降5.1%。 

4月餐饮收入下滑幅度较大，接触式服务受疫情影响大。4月份以来，上海疫情仍在高峰位置，

且有部分疫情外溢到珠三角等地，线下消费遭到较大冲击。多点散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了城市的

商品与服务消费，餐饮、住宿、旅游、交通物流等行业受疫情影响较大。但从累计值数据来看，商

品零售仍保持了稳定增长。 

图表 4：各月餐饮及商品零售消费情况 图表 5：各月餐饮及商品零售较 2019年增速 

  

来源：统计局，新华财经 

按零售业态分，自助式消费和社区店零售保持增长。1-4月份限额以上零售业单位中的超市、

便利店、专业店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3.6%、6.8%、2.5%，百货店、专卖店分别下降8.2%、5.9%。另

外，1-4月份限额仓储会员店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8.5%，与社区消费密切相关的食杂店零售额

增长2.4%。 

1-4月网上零售额占比提升，电商、网上零售保持增长。1-4月份，全国网上零售额38692亿元，

同比增长3.3%。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32887亿元，增长5.2%，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

为23.8%；在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中，吃类、用类商品分别增长12.9%、6.3%，穿类下降1.7%。 

从具体商品分类来看，尽管4月市场销售下降，但居民基本生活供应还是得到有效保障，相

关商品销售保持了增长；4月份限额以上粮油食品类、饮料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0%、6%。从公

布的数据来看，4月同比增速保持前三的品类是粮食、食品类、饮料类和中西药品类；1-4月同比增

速保持前三位的品类是粮食、食品类、饮料类和石油及制品类。而4月同比表现较弱的品类为服装

鞋帽、针纺织品类、金银珠宝类、汽车类；1-4月同比表现较弱的品类为家具类、汽车类、服装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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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类。 

图表 6：商品零售各类别消费品同比增速（%） 

商品零售类别同比增速 
2022 年 4月

同比增速 

2022年 1-4月

同比增速 

2022 年 1-4

月零售相较

2019 年 1-4

月增速 

2022年 4月零

售相较 2019

年 4月增速 

粮油、食品类 10.00  9.5 27.46  32.78  

饮料类 6.00  10.4 46.79  41.94  

烟酒类 -7.00  7.8 27.44  20.46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 -22.80  -6 -7.56  -20.90  

化妆品类 -22.30  -3.6 21.41  1.90  

金银珠宝类 -26.70  0.2 8.11  -15.05  

日用品类 -10.20  2.5 25.88  13.01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 -8.10  2.4 -2.03  -13.03  

中西药品类 7.90  8.8 3.11  2.43  

文化办公用品类 -4.80  6.7 29.38  11.98  

家具类 -14.00  -8.9 -19.35  -22.38  

通讯器材类 -21.80  -1.6 34.78  2.97  

石油及制品类 4.70  15.7 12.74  8.82  

汽车类 -31.60  -8.4 9.15  -15.95  

建筑及装潢材料类 -11.70  -0.7 -5.25  -5.96  
 

来源：统计局，新华财经研报中心 

三、4月消费下降主要受疫情短期冲击，疫情控制后消费有望逐步恢复 

总的来看，4月份消费下降主要是受到疫情短期冲击影响。随着疫情得到控制，生产生活秩序

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前期被压抑的消费会逐步得到释放。同时，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加强援企稳岗

扩就业将保障居民消费能力，加之促消费各项政策显效，我国消费恢复态势有望得到延续。 

消费有望逐步恢复，线上消费和升级类消费仍会成为消费的重要支撑。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虽然出现下降，但是随着疫情影响逐步得到控制，消费恢复步伐有望加快。从两年来疫情发

生以来的经验看，一旦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正常生活秩序得到恢复，被压抑的消费需求会得到较快

释放。 

下阶段，援企稳岗力度加大，就业基本盘总体稳定，有利于保障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能力。

受益于信息技术发展，一些传统接触型消费加快向线上转移，居民消费升级态势仍然会持续，有利

于支持消费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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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近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 

 

来源：统计局，新华财经 

4月份受到疫情冲击，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出现下降，但总的看，是短期的，不会改变中

国消费持续增长的趋势。进入新发展阶段以来，我国总体上消费规模扩大、消费结构升级、消费

模式创新的特点是明显的。2020年受到疫情冲击以来，消费在逐步恢复。当前人均GDP已经超过1

万美元，有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短期内的疫情冲击改变不了消费发展长期向好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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