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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扩大消费 20 条”政策解读 

 

事件： 

7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措

施》的通知。 

投资要点： 

➢ 稳增长：稳定大宗消费 

大宗消费也称耐用消费，波动属性在所有消费品大类中是最强的，从

短周期角度看，依靠大宗消费提振整体消费可以获得更强的向上弹

性。未来，伴随着房地产政策不断优化以及房地产市场自身逐步调整

到位，房地产销售开发会逐步回到合理水平，以此为契机，刺激推动

大宗消费品消费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 固优势：扩大服务消费 

全球各国消费结构变迁，整体上都呈现出服务消费占比不断提升货物消

费占比下降的特征。当前中国服务消费占比仅52%左右，且中国发展阶

段已经跨过人均GDP一万美元大关，正是消费升级服务占比提升的主要

阶段，从发展空间看，未来我国服务消费增长空间更加充足。 

➢ 畅循环：促进农村消费 

农村消费是我国消费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农村消费提质升级，有

助于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并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

有力支撑。但当下农村居民消费综合满意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主要原

因就在农村消费环境目前仍面临一些问题：例如农村快递、物流配送体

系建设短板较为突出，农村市场商品质量有待提升，农村消费供给有待

丰富等。本次《举措》也正是在相应痛点上，出台了具体的解决措施。 

➢ 挖潜力：拓展新型消费 

新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意义，除了其本身需求潜力更大外，还体

现在能够通过新消费带动新投资。用好新型消费这个抓手，核心在于

用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有机结合起来，以消费升级引领供给创新、以供给提升创造消费新

增长点，循环动力持续增强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 

➢ 促保障：完善消费设施： 

消费设施是消费行为的载体，消费设施的完善是促进消费的根本保

障。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到城市更新下的消费场景挖掘，通过

拓展消费场景，完善消费设施，达到促进消费的目的。 

➢ 通阻塞：优化消费环境 

扩大消费，离不开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本次通过金融支持消费和提

升消费服务质量两方面发力，从而产生促进消费的合力，以更好促进

消费的长效机制。 

➢ 风险提示： 

一是配套政策落地不及预期；二是经济复苏不及预期。 

 

 

 

 

Tabl e_First|Tabl e_R eportD ate 

宏观点评报告 

2023 年 7 月 31 日 
 

 
 
 

 

团队成员 
Tabl e_First|Tabl e_Author  

分析师 燕翔 
执业证书编号：S0210523050003 

邮箱： yx30128@hfzq.com.cn 

 

  
 

 

 

  
 

 

 
 

Tabl e_First|Tabl e_Contacter    
 

 

  
 

 

  
 

 
 

Tabl e_First|Tabl e_Rel ateRepor t  

相关报告 

《一源三流促消费，更好发挥基础性作用》 

2023.07.27 

 

 

 

 

 

诚信专业  发现价值                                                                 请务必阅读报告末页的重要声明 
 

 



 

 

诚信专业  发现价值                                      2                           请务必阅读报告末页的重要声明 

宏观点评报告 

正文目录 

1 稳增长：稳定大宗消费 .................................................. 3 

2 固优势：扩大服务消费 .................................................. 3 

3 畅循环：促进农村消费 .................................................. 4 

4 挖潜力：拓展新型消费 .................................................. 4 

5 促保障：完善消费设施 .................................................. 5 

6 通阻塞：优化消费环境 .................................................. 5 

7 风险提示 ............................................................. 5 

  

 

 



 

 

2 

宏观点评报告 

上周结束的政治局会议指出，当下经济尚处在“国内需求不足”，未来“要积极

扩大国内需求，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

为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7 月 31 日，国

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措施》的通知（以下简称《措

施》）。 

整体看，本次《措施》意义重大，措施具体，共针对大宗消费、服务消费、农

村消费、新型消费、消费设施和消费环境六个方面，提出二十条具体的举措。通过

将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优化就业、收入分配和消费全链条良性循环促进机

制，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充分挖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畅

通经济循环，释放消费潜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需要。与此同时，《措

施》通过三个“结合”，强调了有效政府和有为市场、优化供给和扩大需求、提质升

级和创新发展的关系，为消费推动高质量发展搭建了清晰地框架。 

1 稳增长：稳定大宗消费 

本次《措施》，将稳定大宗消费放在了具体措施项首位。针对汽车消费方面，《措

施》提出“优化汽车购买使用管理”和“扩大新能源汽车消费”两条举措，对汽车限

购措施放松，并对二手车、汽车金融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同时，也强调对新能源充

电基础设施体系、新能源汽车下乡、新能源车购置税减免等相关政策的落实。地产方

面，提出“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通过制度完善、政策支持等手段扩大保障

性租赁住房供给，以及“提升家装家居和电子产品消费”。 

点评：大宗消费也称耐用消费，波动属性在所有消费品大类中是最强的，从短周

期角度看，依靠大宗消费提振整体消费可以获得更强的向上弹性。上周刚召开的中央

政治局会议指出，“因城施策用好政策工具箱，更好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未来，伴随着房地产政策不断优化以及房地产市场自身逐步调整到位，房地产销售开

发会逐步回到合理水平，以此为契机，刺激推动大宗消费品消费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在当下阶段，具体政策的扶持及落地，可以获得更好的乘数效果。我国过去有过“汽

车下乡”“家电下乡”的实践经验，未来可以继续积极探索和尝试。 

2 固优势：扩大服务消费 

服务消费方面，本次《措施》分别针对餐饮服务、文旅、文娱体育会展、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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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四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举措。餐饮方面，支持美食节、鼓励预制菜、推广透明厨

房；文旅方面，强调全面落实带薪休假制度，以促进假日消费；文娱体育方面，对电

影作品、文艺演出、体育赛事、体育装备消费等提出了相关支持政策；健康服务方面，

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点评：全球各国消费结构变迁，整体上都呈现出服务消费占比不断提升货物消费

占比下降的特征。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服务消费占比随人均 GDP 增长而提升，

是全球各国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经验规律。当前中国服务消费占比仅 52%左右，且中

国发展阶段已经跨过人均 GDP 一万美元大关，正是消费升级服务占比提升的主要阶

段，从发展空间看，未来我国服务消费增长空间更加充足。 

3 畅循环：促进农村消费 

农村消费方面，本次《措施》提出开展绿色产品下乡，完善农村电子商务和快递

物流、推动特色产品进城等举措，通过完善农村消费体系保障，畅通城乡货物循环，

让绿色产品走下乡，让特色产品走进城；同时，《措施》提出，“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通过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计划，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点评：农村消费是我国消费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2022 年，我国城镇和农村居

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是 30391 元和 16632 元。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国

的新征程上，农村市场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促进农村消费提质升级，有助于增强消

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并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力支撑。根据日前中国

消费者协会发布《2022 年农村消费环境与相关问题调查报告》，我国农村居民对当前

农村消费环境的综合满意度表现良好。但农村居民消费综合满意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主要原因就在农村消费环境目前仍面临一些问题：例如农村快递、物流配送体系建

设短板较为突出，农村市场商品质量有待提升，农村消费供给有待丰富等。本次《举

措》也正是在相应痛点上，出台了具体的解决措施。 

4 挖潜力：拓展新型消费 

关于新型消费，本次《措施》重点强调了数字消费和绿色消费两个抓手。壮大数

字消费方面，针对数字消费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企业搭建、动平台

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给予了具体的措施；同时对推广绿色消费也提出了具体政策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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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随着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传统衣食住行消费不断趋向饱和，

增长潜力逐渐变小。与传统消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型消费经常出现爆款。新型消

费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意义，除了其本身需求潜力更大外，还体现在能够通过新消费带

动新投资。用好新型消费这个抓手，核心在于用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要把实施扩大

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消费升级引领供给创新、以供

给提升创造消费新增长点，循环动力持续增强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 

5 促保障：完善消费设施 

《措施》针对消费设施提出三点：一是加快培育多层级消费中心，深化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建设，并强调深入推进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二是着力补齐消费基础

设施短板，结合推进城市更新，强化存量片区改造与支持消费新场景发展的硬件功能

衔接。三是完善消费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政策。 

点评：消费设施是消费行为的载体，消费设施的完善是促进消费的根本保障。

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到城市更新下的消费场景挖掘，通过拓展消费场景，完善

消费设施，达到促进消费的目的。 

6 通阻塞：优化消费环境 

本次《措施》对消费环境提出了相关要求：加强金融对消费领域的支持、持续提

升消费服务质量水平以及完善促进消费长效机制。对于消费，外部金融支持，内部完

善质量，综合促进消费体制机制。 

点评：扩大消费，离不开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随着经济的持续回暖，今年以来

扩大内需的政策逐渐生效，我国消费环境正在持续优化。本次通过金融支持消费和提

升消费服务质量两方面发力，从而产生促进消费的合力，以更好促进消费的长效机制。 

7 风险提示 

一是配套政策落地不及预期；二是经济复苏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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