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通城乡消费“任督二脉”

加速释放新型消费潜力

精准对冲疫情影响

促进形成经济发展持久动力

持续提升消费能力

营造放心消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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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小镇青年”在中
国消费图谱中强势崛起，显示出
旺盛的购买力。据商务部监测，
去年“双 11”期间，新增网购用户
约 70%来自以三四线城市、县城、
乡镇为代表的新兴市场。阿里巴
巴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张勇表示，对下沉市场的加速渗
透，正在成为阿里核心电商业务
增长的重要引擎。

“下沉市场尤其是农村消费

市场增长潜力大、速度快，能与城
镇构成互补的消费市场结构，形
成梯次消费升级格局。但很多地
区农村商业网点布局不完善，消
费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不仅制约

消费潜力的释放，也阻碍
了具有农村特色消费业态
的发展。”王蕴说。

为打通城乡消费“任
督二脉”，更好释放乡村消
费潜力，意见提出，着力建
设城乡融合消费网络，充
分发挥邮政系统、供销合
作社系统现有农村网点布
局优势，实施“邮政在乡”、
升级“快递下乡”。同时加
强 农 产 品 供 应 链 体 系 建

设，扩大电商进农村覆盖面，促进
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双向流
通。

王蕴认为，建设城乡融合消
费网络，不仅能有效激发农村市
场消费潜力，更有助于提升强大
国内市场发展的持续性，有力支
撑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

意见提出，结合区域发展布
局打造消费中心。常铁威说，未
来的区域消费中心建设，将着眼
于 适 应 网 络 消 费 全 球 兴 起 的 态
势，区域消费中心的产品能够走
向全球，区域消费中心的老百姓
也 能 够 买 到 全 球 质 优 价 廉 的 产
品。

今年春节期间，受疫情影响，

全国人民开启“宅家”模式。独特
的“宅”生活，催生了各类“云消
费”新场景：以线上影院、短视频
平台、主流手游等为代表的“屏幕
经济”如火如荼；主打“最后一公
里”的社区小店、生鲜电商迎来发
展新契机；线上教育、线上办公、
线上问诊等消费新业态发展势头
强劲……

“意见提出构建‘智能+’消费
生态体系，正是适应现阶段智能、
在线消费的发展趋势。在推动消
费扩容提质的同时，更好地引领
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促进
产业和消费双升级。”王蕴说。

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也催生
了新一代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意
见提出，加快 5G 网络等信息基础
设施建设和商用步伐。中国人民
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王强认为，5G
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
将成为经济动能转换的重要推动
力，是未来投资的重要方向。

记者 13 日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23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消费扩容
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
聚焦改善消费环境、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提
升消费领域治理水平，提出 19条政策举措。

国家发改委就业收入分配和消费司副
司长常铁威说，促进消费扩容提质，短期有
利于对冲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充分释放因疫
情被抑制、被冻结的消费，培养壮大在疫情
防控中催生的新型消费、升级消费，使实物
消费和服务消费得到回补；长远看有利于破

除制约消费的体制机制障碍，更好满足人民
群众消费需求，为经济增长培育持久动力。

意见从市场供给、消费升级、消费网络、
消费生态、消费能力、消费环境等六方面促
进消费扩容提质——

一是大力优化国内市场供给，全面提升
国产商品和服务竞争力，加强自主品牌建
设，改善进口商品供给，进一步完善免税业
政策；

二是重点推进文旅休闲消费提质升级，
丰富特色文化旅游产品，改善入境旅游与购

物环境，创新文化旅游宣传推广模式；
三是着力建设城乡融合消费网络，结合

区域发展布局打造消费中心，优化城乡商业
网点布局，加强消费物流基础设施建设；

四是加快构建“智能+”消费生态体系，加
快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鼓励线上线下
融合等新消费模式发展，鼓励使用绿色智能
产品，大力发展“互联网+社会服务”消费模式；

五是持续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促进重点
群体增收激发消费潜力，稳定和增加居民财
产性收入；

六是全面营造放心消费环境，强化市场
秩序监管，积极推进消费领域信用体系建
设，畅通消费者维权渠道。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王蕴说，在
疫情防控出现积极向好态势、经济社会发展
加快恢复的背景下，意见释放了鼓励和促进
消费的积极信号，有利于为尽快恢复“生产-
流通-消费”的社会大生产循环营造良好政
策环境，培育“智能+”等新型消费和消费新
增长点。 （安蓓 王雨萧）

据新华社

我国出台19条硬举措促进消费扩容提质

新闻分析

19条促进消费扩容提质硬举措透露哪些新信号？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23个部门近日联合印

发《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
见》，从市场供给、消费升级、消费网络、消费生态、消费能力、消
费环境等六方面提出19条硬举措，为对冲疫情影响、助力形成
强大国内市场勾勒出一条清晰的路线图。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不可避免
对我国经济社会造成较大冲击，其
中消费领域受影响明显。扩大消
费成为对冲疫情影响的重要着力
点之一。

国家发改委就业收入分配和
消费司副司长常铁威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今后一段时间，在做
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着力促进消费
扩容提质，对于把被抑制、被冻结
的消费释放出来，把在疫情防控中
催生的新型消费、升级消费培育壮
大起来，使实物消费和服务消费得
到回补，意义重大。

消费是最终需求，是经济增长
的持久动力。中国宏观经济研究
院研究员王蕴说，意见涉及消费链
条上下游，着眼于破除制约消费领
域的体制机制障碍。在当前疫情
防控出现积极向好态势、经济社会
发展加快恢复的背景下，能有效提
振消费信心和增强消费意愿，释放
鼓励和促进消费的积极信号；能够
为尽快恢复“生产—流通—消费”
的社会大生产循环营造良好政策

环境；也有利于培育“智能+”消费
等新型消费和消费新增长点。

意见提出，大力优化国内市场
供给，全面提升国产商品和服务竞
争力，加强自主品牌建设，改善进口
商品供给，进一步完善免税业政策；
重点推进文旅休闲消费提质升级。

“强大国内市场的竞争力不仅
在于庞大的国内需求，也在于与之
相匹配的优质的国内供给，这样才
能形成高质量的供需良性循环。”
王蕴说。

在消费类型方面更加注重服
务消费，在消费时间方面突出假日
和夜间消费，在消费模式方面加快
培育线上线下融合等新模式，在消
费区域方面重点发动县域消费引
擎，在消费群体方面着重增强中低
收入群体消费能力……

常铁威说，意见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紧紧抓住最具潜力
的消费领域着力提升供给，不断完
善消费政策、优化消费环境、稳定
消费预期，将有力促进广大城乡居
民能消费、愿消费、敢消费。

居民收入水平直接影响居
民消费能力，消费能力又影响消
费预期和消费信心，备受社会关
注。

意见聚焦重点群体，提出通
过完善职业教育制度体系和专
业技术人员分配政策、挖掘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增收潜力、着力根
治拖欠农民工工资等措施，提升

农民工、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
农业转移人口等重点群体的消
费能力。

在收入结构方面，意见围绕
稳定和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提
出通过丰富和规范居民投资理
财产品、稳定资本市场财产性收
入预期、深化农村土地和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等政策举措。

“意见突出了抓重点、抓弱
项的思路。”王蕴认为，提升居民
消费能力应重视以提高中等收
入群体收入能力和增强基本保
障为重点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
革。畅通低收入群体向上流动
渠道，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努力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促进居
民实际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加快
健全面向知识型、技能型和创新
型劳动者的收入激励机制；同时
有效减轻中等收入群体负担，缓
解焦虑和提高消费意愿。

安全便捷的消费环境是提
升消费体验、有效释放消费潜力
和促进消费稳定增长的必然要
求。

常铁威说，当前我国居民消
费环境存在服务行业标准体系
滞后、消费后评价制度不健全、
诚信维权体系建设滞后等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意见从强化
市场秩序监管、积极推进消费领
域信用体系建设、畅通消费者维
权渠道等领域全面营造放心消
费环境。

“全面营造放心消费环境，
要放管结合，一方面不断提升政
府监管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也
要鼓励创新，营造更加有利于消
费新业态、新模式充分发展的良
好环境。”王强说。

（安蓓 王雨萧）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