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消费领域发生
了历史性巨变，市场化改革成效显著，流通
方式创新发展，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
性作用逐步显现。 消费品市场规模持续扩
大，结构优化调整，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
要驱动力。 70 年来， 中国人的消费场景在
变，消费方式也在变，变化二字贯穿了中国
商贸服务业发展的整个历程。

消费基础性作用不断增强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商品市场发
展大体上经历了资本主义旧商业的社会主
义改造、 社会主义公有制商业的建立发展
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市场快速发展和加
速扩张等阶段。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非国有经济快速发展，打破了公有
制商业“一统天下”的局面，流通领域呈现
多种经济成分并存、 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
的良好格局。

1952 年， 我国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实现
的商品零售额占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超过
三分之一；改革开放初期的 1978 年，全民
和集体所有制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占比超过
90% 。 而 2018 年我国流通领域主要行
业———批发和零售业中限额以上国有企业
数量仅占该行业限额以上企业总数的 1%
左右， 销售额约为该行业限额以上单位全
部销售额的 3%；私营企业数量占该行业限
额以上企业总数的比重超过 60%； 港澳台
投资和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占比为 15%左
右。 经过长期的市场培育和发展，多种经济
成分共同发展的商品流通体系日益完善。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 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持续增强。 零售业作为
我国开放最早、 市场化程度最高的领域之
一，已逐步形成主体多元、方式多样、开放
竞争的格局， 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逐步完
善。 总体来看，我国商品价格形成过程主要
分为计划经济时代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和
20 世纪 80 年代“调放结合”“价格双轨制”
“价格闯关”，以及放开价格、完善机制等几
个阶段， 基本实现了从政府定价向市场机
制定价的转变。 20世纪 90年代有关部门颁
布了新的价格管理目录， 放开了绝大多数
商品的价格； 当前 97%以上的商品和服务

价格实现市场调节，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决定性作用逐步显现， 为消费市场较快发
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发展的过程中， 消费品由数量短缺
向供给充裕转变，零售市场规模持续扩大。
生活资料类商品由短缺匮乏、 种类单一向
供给充裕、品种繁多转变，居民消费由基本
生活型向发展享受型转变。 新中国成立初
期，我国生活资料严重短缺 ，农副产品以
统购统销为主， 消费品实行调拨分配，
大多凭证定量供应。 1978 年以来，改革
开放为国内市场发展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
阔空间，消费需求强劲，购销活跃，消费总
量持续扩大。很难想象，2018年末我国城镇
居民平均每百户电视机、 洗衣机和电冰箱
拥有量分别为 121.3 台、97.7 台和 100.9
台，而 1981 年分别仅为 0.6 台、6.3 台和 0.2
台。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
方式从投资驱动型向消费拉动型转换，消
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 成为
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 2018 年最终消费
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76.2%，比 1952 年和 1978 年明显提升。 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 1952 年的 277 亿元
增加到 2018 年的 380987 亿元， 年均增长
11.6%。 消费成为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稳
定器”和“压舱石”。 尤其是在就业方面，批
发和零售业、 住宿和餐饮业逐渐成为吸纳
城镇就业和承接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力
军。

消费结构逐步优化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城乡市场的协同
发展也促使消费结构逐步优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 我国城镇化水平较

低，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为 10.6%。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不断
推进和城镇化率的稳步提高， 城乡消费品
市场均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一方面， 城市人口增多必然带动衣食
住行等诸多方面消费需求增加和消费升
级，对消费快速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特
别是在居民消费能力不断增强和消费环境
持续优化等多因素带动下， 城镇消费品市
场保持较快增长。 2018 年我国城镇消费品
零售额 325637 亿元， 是 1952 年的 2593
倍，年均增长 12.6%，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的比重由 1952 年的 45.4%提高至 2018
年 85.5%。

另一方面， 为解决我国消费品市场发
展进程中城乡不平衡等问题， 国家在流通
基础设施建设、 消费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
等方面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支持力度。 一系
列支农惠农政策的贯彻落实， 增强了农民
的购买能力和消费意愿。 同时，城乡统筹、
以工补农、 以城促乡等新农村建设政策措
施的出台使农村经济迅速发展，特别是“万
村千乡市场工程”和“双百市场工程”的实
施以及近年来电子商务等销售渠道向农村
地区下沉， 极大地改善了农村流通状况和
消费环境， 为农村消费品市场发展创造了
良好的外部条件。 2018 年我国乡村消费品
零售额 55350 亿元， 是 1952 年的 366 倍，
年均增长 9.4%。

党的十八大以来， 农村消费品市场发
展明显加快， 乡村市场占比逐年提高。
2013—2018 年，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年均增
长 11.8%，增速比城镇消费品零售额高 2 个
百分点；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的比重由 2012 年的 13.2%提高至
2018年的 14.5%，提升 1.3个百分点。

在城乡结构不断改善的同时， 地区发
展向总体均衡转变。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
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 中部崛起等发展战
略的不断推进， 不同地区之间的消费品市
场发展速度和结构发生较大变化。“一带一
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
展战略的提出与实施， 促进了我国部分地

区的消费增长。 从各区域占比情况看，呈现
出东部地区先行发展、 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后期跟进的态势。

值得注意的是， 在消费结构发生变化
的同时，商品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消费升
级类商品快速增长。

新中国成立初期， 我国居民商品消费
以满足吃、穿等基本生活需求为主。 在居民
收入水平稳步提高以及消费观念转变的带
动下， 居民消费从注重量的满足转向追求
质的提升，消费结构不断改善。 从商品类别
看， 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消费品零售额占
零售总额的比重明显下降， 反映消费升级
的耐用品类消费品占比提升。

一方面，吃、穿等基本生活类商品占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明显降低。 另一
方面，部分耐用品消费增长较快。 2018年汽
车类商品零售额为 4.2 万亿元， 比 1998 年
增长超过 150 倍，近 20 年来年均增长速度
近 30%。 与此同时，信息消费快速增长。 互
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率逐年提
高，以手机、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产品消费
实现了从无到有、 从零星到普遍的跨越式
发展。

服务消费快速增长

伴随着 70 年来商贸服务业的发展进
程，我国的消费结构也在不断转型调整，尤
其是服务消费， 近年来的快速增长使其目
前已经占据了居民消费的“半壁江山”。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和市场
供给端的长足进步， 消费热点由满足人民
群众物质生活需求的实物消费向体现人民
美好生活需要的服务消费转变。 大众餐饮、
文化娱乐、休闲旅游、教育培训、健康养生

等服务消费成为新的消费热点。 服务消费
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 第三产业增加值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1980 年的 20%
左右增加到 2018年的 52.2%。

在餐饮消费方面， 国家鼓励发展大众
化餐饮、 优化餐饮业营商环境以及减税降
费等政策效果在各个时期均有不同程度的
显现， 餐饮行业发展方式由外延扩张型向
内涵集约型转变， 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
率型转变， 我国餐饮市场保持较快增长。
2018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餐饮收入超
过 4 万亿元，是 1952 年的 3029 倍，年均增
长 12.9%，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速
高 1.3 个百分点；餐饮收入占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比重由 1952 年的 5.1%提升至 2018
年的 11.2%。

在旅游消费方面， 居民出行方式多样
化程度不断提高，旅游市场环境日趋改善，
相关消费需求旺盛。 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
显示，2018 年我国人均出游已达 4 次，国内
旅游人数超过 55 亿人次， 是 1994 年的 11
倍，年均增长 10.3%；国内旅游收入超过 5
万亿元， 是 1994 年的 50 倍， 年均增长
17.7%。 分行业数据来看，旅游出行服务、旅
游餐饮服务、旅游娱乐服务增长较快，增加
值增速分别为 15.3%、15.1%和 17.2%。

在文化娱乐消费方面， 相关市场建设
不断完善和市场供给能力日益增强等因素
带动文化消费持续增长。 据国家广播电视
总局统计，2018 年我国有线数字电视实际
用户超过 2 亿户， 年末广播节目综合人口
覆盖率为 98.9%， 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
率为 99.3%。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18年
生产故事影片 902 部，科教、纪录、动画和
特种影片 180 部，总票房超过 600 亿元，比
1991 年增长超过 25 倍 ， 年均增长约
12.7%。 2012年以来我国电影市场规模稳居
世界第二，特别是国产电影市场发展良好，
产量稳中有升。 从 2013 年起，国产电影市
场份额均保持在 50%以上，其中 2018 年超
过 60%。

今年 8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
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 意见指
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发展流通扩大
消费。 应推动流通创新发展， 优化消费环
境，促进商业繁荣，激发国内消费潜力，更
好满足人民群众消费需求， 促进国民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

回顾中国商贸服务业 70 年的发展历
程，从低起点开始，在消费的驱动作用下，
中国商贸服务业一直在快速发展。 从最初
的基本生活满足型消费， 到如今的发展享
受型消费， 中国居民消费已经从注重量的
满足转向追求质的提升， 消费结构也在不
断改善。 随着中国走进新时代， 相信在未
来， 中国商贸服务业会在消费的驱动下取
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商贸服务业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流砥柱
●本报编辑部

从低起点开始，在消费的驱动作用下，新中国的商贸服务业一直在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公有制商业“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流通领域呈现多种经济成分

并存、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良好格局；
从最初的基本生活满足型到如今的发展享受型， 居民消费已经转向追求质的提升，

消费结构也在不断完善；
服务消费占据居民消费的“半壁江山”，餐饮、文化娱乐、休闲旅游、教育培训、健康养

生等服务消费成为新的消费热点……

‘‘
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从投

资驱动型向消费拉动型转换，消
费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
发展的不断推进和城镇化率的稳步
提高， 城乡消费品市场均保持良好
发展势头。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
和市场供给端的长足进步， 消费热
点由满足人民群众物质生活需求的
实物消费向体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的服务消费转变。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 1952
年的 277 亿元增加到 2018 年的
380987 亿元，年均增长 11.6%。 随着
消费市场持续较快增长，2018 年最
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
贡献率达到 76.2%。

●2018 年， 我国流通领域主要
行业销售额约为该行业限额以上单
位全部销售额的 3%，私营企业数量
占该行业限额以上企业总数的比重
超过 60%，港澳台投资和外商投资企
业数量占比为 15%左右。

●2018 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
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76.2%，
比 1952 年和 1978 年明显提升。在行
业增加值方面，1953 年-2018 年批
发和零售业增加值按现价计算年均
增速超过 10%。

●在就业方面，2017 年国有单
位、城镇集体单位、私营单位和个
体经营户中批发和零售业年末从
业人员超过 1.3 亿人， 是 1952 年零
售商业机构的全部从业人数的
18.8 倍，年均增长约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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