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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年消费政策发布看2023年消

费市场发展趋势

自2021年以来，国家相继发布多项促消费、扩内需的支持

政策。“十四五”规划提到消费52次，指出要深入实施扩大内

需战略，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

结构的关键性作用。2021年7月，首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落地

五城市。2022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释放消

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7月，商务部等部门密集

发布一批促消费措施和数字化助力消费品工业“三品”行动

方案；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

（2022－2035年）》。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质

量强国建设纲要》，进一步对消费品提高质量作出部署。

2023年，我国经济增长目标预期为5%左右。消费是经济修

复主力军，在GDP中的贡献将加大，而对于消费的政策措施支

持等也将加大。根据目前发布的系列消费政策，预估2023年消

费市场发展将有四大趋势：一是消费总量将明显回升；二是消

费品提质升级将加快；三是新型消费将得到较快发展；四是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将成为消费市场重点风向标。

官方网站：www.cnfic.com

客服热线：400-6123115

2023 年 3月 16 日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



2/6

目录

一、近年国家政策发布聚焦扩内需、促消费..........................................................3

二、在 2023 年经济目标 5%下，消费市场有哪些趋势..........................................4

1.消费总量将明显回升...................................................................................................... 4

2.消费品提质升级将加快.................................................................................................. 5

3.新型消费将得到较快发展.............................................................................................. 5

4.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将成为消费市场重点风向标................................................. 5

图表目录

图表 1 ：2021 年以来与消费相关的国家政策.........................................................................................3

图表 2 ：2021 年以来五大城市关于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相关方案规划.....................................6



3/6

从近年消费政策发布看2023年消费市场发展趋势

自2021年以来，国家相继发布多项促消费、扩内需的支持政策。2023年，我国经济增长目标预

期为5%左右。消费是经济修复主力军，在GDP中的贡献将加大，而对于消费的政策措施支持等也将

加大。根据目前发布的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预估2023年消费市场发展将有四大趋势：一是消费总

量将明显回升；二是消费品提质升级将加快；三是新型消费将得到较快发展；四是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发展将成为消费市场重点风向标。

一、近年国家政策发布聚焦扩内需、促消费

2021年3月，“十四五”规划全文发布，其中提到消费52次，主要集中在第十二章“畅通国内

大循环”、第十四章“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等部分。“十四五”规划指出，依托强大国内市场，

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促

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

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建设消费和投资需求旺盛的强大国内市场。

图表 1：2021 年以来与消费相关的国家政策

来源：新华财经研报中心整理

“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全面促进消费，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再结合《“十四五”

商务发展规划》进一步提出，培育若干具有国际竞争力、影响力的综合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带动

形成一批辐射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特色化区域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2021年7月，商务部宣布，经国务院批准，在上海市、北京市、广州市、天津市、重庆市率先

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2022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



4/6

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聚焦促消费提出五方面20条政策举措。此次文件的出台背景在于，2022

年初疫情的影响3月社零总额同比由增长转为下降，消费信心不振，复苏进一步承压。政策措施的

出台一方面释放出提振市场信心的积极信号，有助于鼓励各地充分挖掘消费潜力；另一方面也从供

给侧提出系列要求，着力稳住消费基本盘。该文件提出了五方面20条措施，进一步缓解消费特别是

接触型消费恢复较慢，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服务业领域面临的较多困难。

2022年7月，商务部、发改委、工信部等部门密集出台有针对性的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提振消

费市场。其中，商务部等十三部门印发《关于促进绿色智能家电消费的若干措施》，推出多项促进

绿色智能家电消费的举措。商务部等十七部门发布《关于搞活汽车流通 扩大汽车消费若干措施的

通知》，进一步稳定增加汽车相关消费。工信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数字化助力消费品工业“三品”

行动方案（2022－2025年）》，提出数字化助力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三个方面10项任务，并以

专栏的形式设置创新能力提升、数字化设计能力提升、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能力提升、质量管控能力

提升、智慧供应链管理能力提升、品牌培育能力提升六大工程。

最终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

要（2022-2035年）》，其中对全面促进消费，加快消费提质升级作出了重要部署，提出顺应消费

升级趋势，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扩大服务消费，适当增加公共消费，着力满足个性化、

多样化、高品质消费需求。

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质量强国建设纲要》，明确六方面主要目标和八大重点

任务，其中对消费品质量提升作出一系列部署。我国将依托该建设纲要，实施消费品质量提升行动，

促进定制、体验、智能、时尚等新型消费提质扩容，满足多样化、多层级消费需求。。

二、在2023年经济目标5%下，消费市场有哪些趋势

2023年，我国经济增长目标预期为5%左右。消费是经济修复主力军，在GDP中的贡献将加大，

而对于消费的政策措施支持等也将加大。根据目前已经发布的系列消费政策，预估2023年消费市场

发展有如下趋势：

1.消费总量将明显回升

今年经济工作的重心中，扩大内需占据重要环节。《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

复的意见》《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等政策都明确了消费在扩内需促进经济恢

复的重要作用。此前，受到疫情冲击较大的餐饮、出行、旅游、会展、娱乐、住宿等领域将有较大

反弹。同时，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消费电子、汽车、家电家居、装修建材等领域的消费也会出现

好转。有专家预计，2023年消费将达到7.5%至8.0%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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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国家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环境下，各地也逐渐推出各类促消费措施。比如3月，北京

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3北京消费季”活动已经开启，并结合“2023北京购车节”，联动北京各区

通过商圈活动、消费券发放等形式刺激消费。

2.消费品提质升级将加快

目前，关于促消费的各项政策都提到消费升级趋势，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进一步出台《质量

强国建设纲要》，消费品质量提升将加快推进。2022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释放

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指出，全面创新提质，着力稳住消费基本盘。这包括了积极推

进实物消费提质升级，加力促进健康养老托育等服务消费，持续拓展文化和旅游消费，大力发展绿

色消费，充分挖掘县乡消费潜力。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

（2022-2035年）》，其中对全面促进消费，加快消费提质升级做出了重要部署。

《质量强国建设纲要》中关于消费的表述，是从供给端对消费品等提出了提高质量的要求。文

件指出，优化消费品供给品类。一是实施消费品质量提升行动。二是加强产品前瞻性功能研发，扩

大优质新型消费品供给。三是增加老年人、儿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消费品供给。四是对标国际

先进标准，推进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五是鼓励优质消费品进口，提高出口商品品质和单位价

值，实现优进优出。同时，纲要指出，要制定消费品质量安全监管目录，严格质量安全监管。

3.新型消费将得到较快发展

新型消费自疫情以来发展较快，伴随着数字化的深入，新型消费仍将得到较快发展，线上线下

融合将是大趋势。2022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

意见》指出，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一是促进新型消费，加快线上线下消费有机融合，包括智慧零

售、智慧旅游、智慧广电、智慧养老、智慧家政、数字文化、智能体育、“互联网+医疗健康”、

“互联网+托育”、“互联网+家装”等消费新业态。二是加强商业、文化、旅游、体育、健康、交

通等消费跨界融合。三是有序引导网络直播等规范发展。四是深入开展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和示

范企业创建。五是深化服务领域东西协作，实施消费帮扶等。

2022年7月发布的《数字化助力消费品工业“三品”行动方案（2022－2025年）》，进一步从

供给端为消费品的数字化给出了明确的行动方案。《行动方案》提出数字化助力增品种、提品质、

创品牌三个方面10项任务，并以专栏的形式设置创新能力提升、数字化设计能力提升、数字化绿色

化协同能力提升、质量管控能力提升、智慧供应链管理能力提升、品牌培育能力提升六大工程。

4.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将成为消费市场重点风向标

自首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落地北、上、广、津、渝等五座城市以来，已逐渐成为消费市场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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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风向标。当前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提升消费

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利于促进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推动所在城市

及周边地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图表 2：2021 年以来五大城市关于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相关方案规划

时间 城市 方案或规划

2021 年 8月
北京

《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2021—2025 年)

2022 年 11 月 《北京市商业消费空间布局专项规划（2022 年-2035 年）》

2021 年 8月
上海

《上海市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

2023 年 3月 《2023 年上海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工作要点》

2021 年 11 月
广州

《广州市加快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

2023 年 3月 《广州市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规划（2022—2025 年）》

2021 年 10 月 天津
《天津市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2021—2025

年）》

2021 年 11 月 重庆 《重庆市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

来源：新华财经研报中心整理

近年来，五大城市为加快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相继推出实施方案及规划或工作要点等。

《北京市商业消费空间布局专项规划（2022年-2035年）》提出，2035年将北京建设成为“中国潮”

“国际范”“烟火气”共融共生的国际消费中心示范城市。《2023年上海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工

作要点》，为上海全面提升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全球影响力、竞争力、美誉度“划重点”。广州的

发展规划指出，广州将用5年左右时间，基本建成“湾区制造”引领、全球资源荟萃，错位互补协

同、城乡生态包容，文商旅体融合、岭南文化凸显，自由便利流动、交向互济共进，面向世界的数

智化、时尚化、现代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焕发“千年商都”的经典魅力与时代活力。对于天津来

说，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方面将要打造成为面向东北亚、辐射俄罗斯和中东欧的特色型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根据重庆的《实施方案》，到2025年，重庆将基本建成辐射西部、面向“一带一路”、“近

悦远来”的特色型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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