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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服务业步入高质量发展

改造旧商业
在计划经济时代，生活资料短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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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民商品消
费以满足吃、穿等基本生活需求为主，商
品流通渠道也十分单一。
打破“双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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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 80 年代，大中型商业企业的
经营承包责任制逐步全面推广， 为各类
“龙头企业”发挥引领带动作用提供了制

度保障，小型商业也通过“改、转、租、卖”
等形式进一步放开搞活。
群雄争霸

改革开放进程中， 一大批更具现代
商业色彩的零售企业涌现出来。 苏宁易
购、大商集团、国美电器、永辉超市、物美
集团、 步步高集团等企业都出现在这一
时期。 在这些企业的经营理念中，服务被
摆到了一个更重要的位置。
电商崛起

站在行业变革的风口，阿里巴巴、京
东等电商企业迅速做大， 给传统零售企
业造成很大压力。 不可否认，随着互联网

技术的飞速进步和网络覆盖范围的扩
大， 尤其是国家对农村地区网络建设的
支持力度加大，网上零售持续扩容，正在
成为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 但实体零售
企业也开始转型。
智慧零售已来

借助互联网技术实现转型重塑，各
类企业交织在一起， 无论是实体零售企
业，还是传统的互联网零售企业，大家都
在追求零售要素的数字化、 零售场景的
互联网化、运营管理的智能化，并进一
步探索两线融合的全渠道、 全场景的发
展。

商贸服务业五次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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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 70年来，伴随经济的飞
跃式发展，居民收入大幅增长，居民消费
水平明显提高。 人们的消费方式也随之
发生改变，从“买不到”到“买得好”，从买
商品到买体验， 居民消费从注重量的满
足转向追求质的提升。 70 年来，居民消
费方式的转变见证了中国消费升级的历
程，促进了零售业高质量发展。

从买不到到买得好

新中国成立初期， 我国生活资料严
重短缺，消费品实行调拨分配，大多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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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 年限额
以上单位粮油食品饮料烟酒、 服装类商
品零售额分别为 19689亿元和 13707亿
元，分别是 1952年食品和服装类商品零
售额的 133倍和 270 倍， 年均分别增长
7.7%和 8.9%。

随着消费品品类的增加， 消费者开
始对商品的质提出高要求。

以服装为例， 居民穿着更加注重服
装的质地、款式，名牌化、时装化和个性
化成为人们的共同追求。

购买方式上， 消费者不再局限于去

百货商场等传统零售场所买新衣。 市场
上陆续兴起一些租衣 App、 小程序及各
类二手服装的线下门店， 人们在服装交
易上探索着更多可能性。

品牌商也不再急于开店扩张， 而是
尝试通过社交媒体、时尚资讯、短视频与
直播等渠道让消费者更深入地认识品
牌，促成消费。

从买商品到买体验

70 年来，我国商贸服务业不断探索
新的商业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 满足人
们对品质生活的追求。

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 融合了商业
零售、餐饮、休闲娱乐、文化、教育等多项
城市功能活动并提供综合性服务的大型
商业综合体数量逐年增加。有数据显示，
2011 年以来，城市商业综合体以每年新
开业过百家的速度不断增加。

科技的发展， 让移动支付、 刷脸购
物、无人店销售等模式出现，不断丰富消
费者的购物体验。 现在，网上订货、电子
支付、送货到家等发展迅速，随时随地的
网购，使消费者购物体验升级，足不出户
就可以拥抱全球海量商品。

随着国家对农村地区网络建设的支
持力度加大，网上零售持续扩容，成为消
费增长的重要因素。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
示，2018 年全国网上零售额 90065 亿
元， 消费连续五年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
第一拉动力， 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了

基础性作用。

从量到质的提升

70 年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消费
品零售额占全部零售额的比重明显下
降。 2018 年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销售类值
中，粮油食品饮料烟酒、服装鞋帽针纺织
品类商品占比分别为 14.5%和 10.1%，
较 1952 年分别降低 39.1 和 8.3 个百分
点。

近年来，高品质化、多样化、个性化、
便捷化已经成为国内消费最为突出的特
点。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开放进
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
新业态继续快速增长， 新商业模式蓬勃
发展， 国内零售业市场发展的活力持续
释放。

服务性消费快速发展。大众餐饮、文
化娱乐等服务消费成为新的消费热点。
其中， 餐饮消费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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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饮消费受到重视， 人们在吃上也
悄然“升级”，表现出了对个性化、多元化
和品牌化的追求。 为了满足消费者在餐
品和服务的更高要求， 国内餐饮企业也
迈出了转型升级的步伐。 当前餐饮行业
融合趋势越发明显，包括线上线下结合、
堂食和外卖结合、正餐与休闲结合。在创
新上，餐饮的产品没有变，变的是流通的
过程和服务的形式。

近年来，高品质化、多样化、个性化、便捷化已经成为国内消费
最为突出的特点。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新业态继续快速增长，新商业模式蓬
勃发展，国内零售业市场发展的活力持续释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