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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短强弱促消费 提质增效开新局

－商州区 2023 年一季度消费品市场运行分析

年初以来，随着疫情防控较快平稳转段，全区各项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政

策举措靠前发力，消费市场持续回暖，市场韧劲进一步凸显。一季度，全区消费

市场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发展态势，整体开局良好。

一、消费品市场运行情况

（一）位次比上年同期前进一位。1～3月，全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6.59 亿元，同比增长 11.2%，全市排名第六位，高于上年第四季度 4.2 个百分

点，其中：限额以上企业（单位）实现消费品零售额 8.81 亿元，同比增长 13.5%，

高于上年第四季度 3.4 个百分点。

图 1 省市区社零增速对比图

（二）限上单位数量再创新高。2023 年一季度，全区限上调查单位 120 家，

比上年同期净增 19 家，创历史新高。其中：一套表调查法人单位 80 家，产业活

动单位（个体户）40 家。2022 年新增企业（单位）32 家，一季度，新增企业（单

位）实现零售额 1.1 亿元，拉动限上零售额增长 3.12 个百分点。在库（企业）

单位数量增加、质量提升，有力地推动了全区消费市场增长。

（三）商品零售支撑明显。从消费形态看，1～3月，全区实现餐饮收入 3.2

亿元，同比增长 19.5%，高于 2022 年四季度 16.7 个百分点；实现商品零售 13.39

亿元，同比增长 9.4%，高于 2022 年四季度 1.9 个百分点，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增长 7.7 个百分点。餐饮收入增速高于商品零售 10.1 个百分点，属于在疫

情防控较快平稳转段过渡阶段的正常消费表现。

（四）多类商品增长较好。1～3月，全区限额以上（企业）单位 18 类主要

商品类别中，有 6类商品增速呈现较好增长态势，其中 5类商品实现两位数增长。

实现零售额 6.27 亿元，占全区限上零售额的 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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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家电类商品较快增长。今年以来，随着疫情防控较快平稳转段，出现婚庆、

宴席扎堆现象，迎来家电及餐饮行业较快增长。1～3月，实现限上家电商品零

售额 0.1 亿元，同比增长 17.0%，高于上年同期 3.9 个百分点。

2.石油类商品高速增长。一方面随着疫情防控较快平稳转段，市民出行及各

行各业迅速恢复；另一方面成品油市场价格上涨、销量增加的共同带动下，与去

年同期相比，石油类商品迎来量价齐涨的态势。1～3月，全区限上石油及制品

类商品实现零售额 3.71 亿元，同比增长 83.1%，比上年同期提升 63.1 个百分点。

3.汽车类商品平稳提升。今年以来由于前期受疫情抑制的需求得到释放，叠

加汽车消费刺激政策，汽车销量平稳提升。1～3月，限上汽车类商品零售额同

比下降 3.5%，高于去年同期增速 18.2 个百分点。其中：新能源汽车占总量的 30%

左右，同比增长 137.3%，拉动全区限上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2.3 个百分点。

二、消费品市场亟须关注的问题

今年以来，全区消费市场总体稳中有增，但也要看到，国际环境仍然复杂多

变，国内需求不足制约明显，经济回升基础尚不牢固。

（一）单位行业分布不均衡。截至 2023 年一季度，全区限上单位共 120 家，

共 18 家类别行业。其中：行业分布中企业最多的是餐饮业的正餐服务行业，共

39 家，分布较小的是其他化工产品批发、通信设备零售及林产品批发等行业，

各 1家。零售额占比最大行业是石油及制品类和煤炭及制品类，占 45.6%；占比

最小的是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中的鞋帽类，占 0.01%。

（二）商品零售增速差异较大。2023 年一季度，全区限额以上单位 18 家主

要商品零售类别增速呈现“6升 12 降”态势，其中 5类商品实现两位数增长，9

类商品出现两位数下降，两极分化现象较严重。分别是：中西药品类同比下降

27.8%、书报杂志类同比下降 19.7%、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同比下降 62.5%、饮料类

同比下降 11.7%、中草药及中成药类同比下降 68.0%、日用品类同比下降 31.9%、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同比下降 48.2%、文化办公用品类同比下降 14.5%、其

他未列明商品类同比下降 72.3%等。

三、几点建议

消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引擎，对经济具有持久拉动力，也

是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下阶段，为确保消费市场持续

向好，亟需各方共同发力。

（一）加大汽车等大宗消费的政策扶持力度，扩大消费需求释放。延续新能

源汽车消费优惠政策，延续免征车辆购置税，支持本地企业扩大销售，优化汽车

金融服务，为消费者提供高效快捷的服务，提振汽车消费信心，扩大消费需求释

放。常态化开展电子消费券发放，以家电、汽车、装修建材等大宗消费为惠民活

动重点，稳住大宗消费市场，定向激发商品潜在消费力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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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挖掘消费潜力，提升对经济的贡献。一方面大力发展消费新业态、培

育定制消费、智能消费、互动消费等新型消费模式，鼓励“网红+直播”带货商

州特色产品，激发线上消费活力，走出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新路子”。另一方

面推动乡村资源与城市大市场对接，提高农村消费水平成为提振消费的一个重点

发力点，在过程中需要大力发展农村电商，打通农村电商发展“最后一公里”，

促进农村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

（三）积极培育规上企业，夯实经济基础。建立企业“个转企”“企转规”

后备名录库，继续实行专班包抓机制，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因企施策，

分类指导，梯次培育，力争应纳尽纳、应统尽统。高度关注“总部经济”，招引

企业将总部在我区落户，扩大市场经济总量，提升区域消费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