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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消费引领新产业加快发展
梁达

产品创新满足并创造消费需求，从而带

动新产业的发展，推动经济发展向中高

端水平迈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型消费提质升级  

引领作用明显增强

汽车消费助推汽车产业结构升级。

受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购置税减半优惠

政策即将到期等因素影响，汽车类增

速有所加快。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前三

季度，限额以上单位汽车类同比增长

9.1%，比上半年和上年同期分别加快

1.4和4.9个百分点。尤其是升级型汽车

类销售亮点突出，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发布的消息，前三季度，运动型多用途

乘用车（SUV）和多功能乘用车（MPV）

销量同比分别增长45.9%和22.9%，明

显高于普通乘用车增速。由于汽车消

费需求强劲，推动了汽车的快速增长，

尤其是与消费升级有关的中高档汽车

产量增长更快。据统计，1—9月，全国

规模以上工业轿车产量累计854.4万

辆，同比增长3.5%，其中SUV 589.7万

辆，同比增速达39.3%，比轿车快35.8

个百分点。

网络消费激增，催生互联网和信

息技术相关行业加快发展。据国家统

计局统计，今年前三季度，全国网上零

售额同比增长26.1%，其中实物商品网

上零售额增长25.1%，增速高于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14.7个百分点，

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3个百

分点左右。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

所占比重为11.7%，比上半年提高0.1

目前，我国已进入消费需求持续增

长、消费升级加快、消费拉动经济作用

明显增强的转型期，由消费升级、技术

创新、新型商业模式驱动的新消费成为

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在新形势下，顺

应和把握消费升级大趋势，以消费升级

引领产业升级，以制度创新、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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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百分点。商务部重点监测企业网络

零售同比增速比百货店和超市分别高

24.3和18.5个百分点。网上零售额持续

快速增长，原因是随着移动支付、网络

租车、远程教育等分享经济不断发展扩

大，推动了网络消费的不断扩张。网络

消费激增，催生了以“互联网+”为代

表的服务业新经济蓬勃发展。据统计，

今年1—8月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高速

增长，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8.1%，增速

比上年同期加快14.8个百分点，实现

利润增长42.2%。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营业收入增长22.5%，比上年同期加

快2.6个百分点，实现利润增长32.8%。

与此同时，网络零售也带动了邮政快递

业高速增长。1—9月，全国邮政业务总

量同比增长47.1%，增速比上年同期提

高12.4个百分点；全国快递业务总量

同比增长55%，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9

个百分点。

新型服务消费催生产业新空间。

近年来，我国采取一系列政策有力推

动了消费，促进了服务业发展，支撑了

经济转型升级。教育、医疗、旅游、养

老、休闲等领域催生了巨大的产业发展

空间，带热了服务消费，使服务业成为

国民经济和吸纳就业的第一大产业。今

年前三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

比重为51.4%，比上年同期提高2.3个

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10.8个百分点。

据国家统计局对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

的调查结果显示，1—8月旅游服务业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5%，文化及相关

产业服务业同比增长14.7%，体育服务

业同比增长30.7%，健康服务业同比增

长16.9%，养老服务业同比增长17.7%。

幸福产业带动消费需求增长，据商务

部统计，前三季度全国电影票房收入

355.4亿元，同比增长8.6% ；观影人次

达到10.6亿，同比增长14.6%。其中8

月全国电影票房收入40.5亿元，创历年

来8月份的最高；旅游消费持续升温，

带动了相关行业增长，1—9月，全国餐

饮收入25614亿元，同比增长11.0%。

此外，今年我国旅游市场需求旺盛，热

点频现，亲子游、出国游学、海岛旅游、

邮轮旅游等产品备受人们青睐。据中国

旅游研究院报告显示，2016年上半年，

国内旅游人数22.4亿人次，同比增长

10.5% ；国内旅游收入1.9万亿元，增

长13.7%。7、8月份暑期期间长途出行

人数37.8亿人次，国内和出境旅游人数

7.9亿人次。  

综合施策  

充分发挥新消费的引领作用

进一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健全和

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一方面，要多

渠道、多形式扩大低收入家庭就业，增

加居民工资收入。加快健全以税收、社

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

调节机制，逐步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制

度。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加大财政

对低收入群体转移支付力度，着力提高

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增强居民消费能

力；另一方面，要加大对基本公共服务

设施和体系的建设投资力度，健全和完

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医疗、教育、养

老、失业、社会援助等社会保障的力度，

以解决城镇居民的“后顾之忧”，提振居

民消费信心，不断释放城镇居民的消费

需求。 

加大投入，着力建设和完善服务新

型消费的基础设施。在继续完善交通、

能源、电信、水、电、气等方面基础设施

建设的基础上，着力推进信息化、互联

网及大数据等方面基础设施建设，加快

宽带网络升级改造，统筹提高城乡宽带

网络普及水平和接入能力；重点支持建

立健全现代商品流通和物流服务体系建

设，特别是在新型城市地区、中西部地

区进一步加强现代商业设施建设，积极

推动全国商品流通骨干网络建设和城市

物流配送体系建设。  

增加服务供给和扩大服务消费。

继续大力发展服务业，要以产业转型

升级需求为导向，着力发展工业设计、

节能环保服务、检验检测认证、电子商

务、现代流通、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等

产业，积极培育新型服务业态，促进生

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发展、向价值链高

端延伸，为制造业升级提供支撑。顺应

生活消费方式向发展型、现代型、服务

型转变的趋势，重点发展居民和家庭

服务、健康养老服务等贴近人民群众

生活、需求潜力大、带动力强的生活性

服务业，着力丰富服务内容、创新服务

方式，推动生活性服务业便利化、精细

化、品质化发展。支持有条件的服务业

企业跨业融合发展和集团化网络化经

营。要创新服务业态和商业模式，优化

服务供给，增加短缺服务，开发新型

服务。推动电子商务和快递服务下乡

进村入户，以城带乡。提升服务管理水

平，拓展服务维度，精细服务环节，延

伸服务链条，发展智慧服务。积极运用

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改进服务流

程，扩大消费选择。

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顺应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加

快构建现代产业技术体系，高度重视

颠覆性技术创新与应用，以技术创新

推动产品创新，更好满足智能化、个

性化、时尚化消费需求，引领、创造和

拓展新需求。培育壮大节能环保、新

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推动3D打印、机器人、基

因工程等产业加快发展，开拓消费新

领域。支持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数

字媒体等市场前景广阔的新兴消费品

发展。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政策

支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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