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费恢复态势良好 巩固提升仍需加力 

 

    今年以来，商洛市积极推动扩内需促销费政策落地显效，启动美食消费季、

海尔家电大型卖减及步行街夜经济等各类促消活动，市场活力逐步恢复，城乡消

费趋于活跃，全市消费市场稳步增长，恢复态势良好。但也企业经营竞争压力加

大，消费市场供应品质不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不足等不确定因素，巩固

提升仍需要政策加力。 

一、消费恢复态势良好 

    消费市场加快恢复。上半年，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11.12 亿元，

同比增长 9.8%，比全省增速高 3.1 个百分点，处于全省第四位。消费恢复态势

良好，总量已超过 2019 年上半年水平，超出 1.43亿元。 

    限上单位稳步增长。上半年，限额以上单位实现消费品零售额 46.41 亿元，

同比增长 11%，比全省平均水平高 4.9个百分点。处于全省第六位。限上消费额

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为 41.77%，比上年同期提高了 4.7个百分点。 

城乡消费趋于活跃。上半年，全市城镇消费市场实现消费品零售额 85.07

亿元，同比增长 9.6%，乡村市场实现消费品零售额 26.05亿元，同比增长 10.7%。

乡村消费市场表现较好，增速快于城镇市场 1.1个百分点。 

餐饮消费持续回暖。上半年，全市举办美食大赛，美食节，拉动餐饮消费快

速增长，实现餐饮收入 12.32 亿元，同比增长 17.1%。实现商品零售收入 98.80

亿元，增长 9.0%。餐饮收入增速高于商品零售 8.1 个百分点，较上年同期加快

10.0个百分点。 

网络销售增势良好。上半年，全市限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销售

0.86 亿元，增长 34.9%，占限上消费品零售额比重为 1.8%，拉动限上消费品零

售额增长 0.5个百分点。 

升级类商品表现抢眼。上半年，全市限上单位 22类商品中，18 类商品零售

额同比增长。其中化妆品类、金银珠宝类和通讯器材类呈现报复性消费，商品零

售额分别增长 26%、38.3%、28.6%，由上年同期的负增长转为正增长，分别比上

年同期提高了 36.6、71.0和 63.2个百分点。 

    新能源汽车消费火爆。上半年，出行类消费、绿色消费、节能消费加快恢复，

限上单位汽车消费同比增长 11.5%,比上年同期提高了 22.2个百分点，其中新能

源汽车得益于税收优惠政策支持，消费同比增长 1.5倍。新能源汽车消费占汽车

消费额的比重达到 22.1%。 

二、存在问题亟需关注 



上半年，在消费整体恢复向好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企业经营竞

争压力加大，消费市场供应品质不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不足，消费市场

恢复和提升还需要进一步巩固。2023年，限上消费品零售额增速在年初呈现高

位反弹后，增速逐月回落，1-6月比 1-2月回落 8.4个百分点，主要原因： 

零售企业支撑作用减弱。伴随着市场同业之间竞争加剧、经营成本上升、效

益下滑等因素，企业面临诸多压力，制约了商贸企业发展。上半年，全市限上零

售业单位零售额同比增长 8.4%，较一季度回落 5.6个百分点，其中，25家中型

零售企业零售额同比增长 2%，较一季度回落 13.7个百分点。 

中西药品类、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和其他未列明商品类消费热度下降。这三

类商品上半年零售额分别下降 14.8%、10.8%、13.7%，下拉全市限上消费品零售

额 2.2个百分点。 

    本地市场产品供应层次较低。同质产品较多，产品的丰富性、多样性、价格

方面不具有优势。生产生活恢复常态化后，居民对日用品、服装百货、化妆品等

商品更倾向于线上购物，大量消费流失，网购销售分流现象日益凸显。 

    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不足。上半年，商洛市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长 7.4%，住户存款增长 15.8%，低收入、高储蓄，居民可用于消费的部分不足，

制约了居民的消费能力。 

   三、巩固提升仍需加力 

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发展。扶持便民商铺、放心早餐、蔬菜直销店等涉

及民生的商业网点建设，对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特许经营等现代经

营方式和新型业态，加大市场监管力度，创造可持续的商业发展环境和健康便捷

的消费环境，彰显高质高效的服务功能。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政策补贴力度，纾困

与激活并举，激发中小企业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 

促进居民增收，提高消费能力。做好稳就业和促增收工作。从政策层面看，

要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除了普发消费券之外，更要对

低收入者实施精准帮扶，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恢复和提振消费者信心。

从企业层面看，要力所能及提供就业岗位，发挥就业“稳定器”的作用。 

 

    突出创新引领，培育消费动能。同质化的产品已越来越难获得消费者认可，

企业要努力追求高质量创新增长，必须通过供应链升级来带动终端产品的升级，

进而推动消费升级。要以改善人民生活品质为重点，支持各类经营主体加强技术、

管理和商业模式创新。以品种丰富、品质提升、品牌培育为目标，增加优质中高

端商品和服务有效供给，促进与消费相关的产业优化结构、转型升级。 

完善社保体系，提振消费信心。加强对住房、生育、医疗等方面民生保障，

完善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合理增长机制，做好居民重特大疾

病医疗保障工作，着力解决消费者的后顾之忧，巩固“敢消费”的基础，进而降

低居民预防性储蓄，挖掘消费潜力，提振消费信心。 



挖掘特色资源，创新消费体验。充分利用市内旅游资源，抢抓暑期、中秋、

国情等旅游旺季，契合市场需求、精心研发乡村避暑游、夜间游、体育休闲游、

研学游、亲子游等新业态，进一步丰富旅游业态，创新消费场景，增加新产品供

应，延伸产业链条，全面激活旅游消费市场，推动住宿、餐饮、娱乐、购物、演

出等消费提质扩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