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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潜力”系列研究之一： 

基于区域消费比较看我国 

消费潜力及消费金融业务机会＊ 

消费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本文通过对比

31 个省份消费的表现差异，从消费支出、消费倾

向、消费增速、消费结构、消费新热点等方面梳理

出我国消费的区域图景。通过研究发现，京沪等地

区消费支出规模较大，两湖、川渝等地区消费倾向

明显，江西、安徽等中部地区消费增长较快。同

时，不同地区消费支出结构差异明显。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挖掘我国消费潜力，根本上要着力提高

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居民消费倾向，巩固居民消费

基础。针对不同区域消费特点，有侧重地优化商品

与服务供给，加快补齐消费基础设施短板。根据消

费发展新趋势，因地制宜推动消费场景创新。同

时，要因地制宜地调整消费金融发展策略。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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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区域消费比较看我国消费潜力及消费金融业务机会 

消费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7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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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比 31个省份消费的表现差异，从

消费支出、消费倾向、消费增速、消费结构、消费新热点等方面梳理出我国消费的区

域图景。通过研究发现，京沪等经济发达、居民收入高的地区消费支出规模较大；两

湖、川渝等地区由于具有更浓厚的消费文化以及生活成本较低而消费倾向明显；得益

于经济增长与政策支持等多重红利，江西、安徽等中部地区消费增长较快。同时，不

同地区消费支出结构差异明显，主要表现为京沪居住消费占比高、南方地区食品消费

占比高、西部区域交通通信消费占比高、东北地区医疗保健消费占比高，并且不同地

区呈现出的消费新业态与新热点也有所差异。 

进一步挖掘我国消费潜力，根本上要着力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居民消费倾向，

巩固居民消费基础。针对不同区域消费特点，有侧重地优化商品与服务供给，加快补

齐消费基础设施短板。根据消费发展新趋势，因地制宜推动消费场景创新。 

在拓展消费金融业务机会方面，要因地制宜地调整消费金融发展策略，对于北京、

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建议将业务重点放在消费新业态的拓展以及一些表现较好的消

费细分市场；对于安徽、江西等中部地区，加大力度拓展信用卡、消费贷等业务空间。

同时，关注不同区域的消费细分领域的业务机会。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提高消费金

融与消费新热点的匹配度。 

一、当前我国各地区消费表现差异明显 

第一，从消费支出来看，北京、上海、浙江较高，西藏、青海较低，这与经济发

展、居民收入水平呈正相关。2022 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 24538 元，上海、北

京、浙江三省（市）高居全国前三，依次高达 46045元、42683元和 38971元；西藏、

青海两地分别为 15886 元和 17261 元，排名靠后。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居民收入水平

对消费起着决定性作用，而居民收入又与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沪京浙和青藏

的数据充分反映出人均可支配收入多、消费支出多，人均可支配收入少、消费支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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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律。 

图 1：2022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居民消费支出与人均可支配收入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年鉴，中国银行研究院 

第二，从消费倾向来看，两湖、川渝等地区靠前，北京、上海则垫底，这与居民

生活成本、消费习惯等因素关系密切。人均消费倾向可用消费支出在可支配收入中的

比例来衡量。通过计算，2022年，全国人均消费倾向为 66.53%，湖北、甘肃、四川三

省分别以 75.43%、75.15%和 72.69%名列全国前三，超过 70%的省份还有黑龙江、重庆、

湖南、云南和贵州等地。进一步分析其原因：一是两湖、川渝等地区生活安逸，美食

多、娱乐项目丰富，消费文化浓厚。二是这些地区房价总体水平相对较低，居民日常

生活负担不重，因此居民消费意愿高。而北京和上海的消费倾向分别仅为 55.14%和

57.84%，在 31个省份中排名垫底。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北京、上海两地较高的房价压

力、较快的生活节奏等限制了人们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居民

消费倾向明显低于美、英等发达国家（例如，2022 年美国消费倾向高达 94%），并且

近年来呈下降趋势（全国居民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 2013 年的 72.2%降至

2022年的 66.53%）。其中，北京、上海、天津等东部发达地区以及青海、新疆、宁夏

等西部欠发达地区下降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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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013-2022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消费倾向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年鉴，中国银行研究院 

图 3：2013-2022年间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消费、GDP、居民收入平均增速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年鉴，中国银行研究院 

第三，从消费增速来看，近十年来江西、安徽等中部地区增长较快，而北京、天

津、上海等东部地区较慢，这主要得益于经济增长与政策支持等多重红利。2013-

2022 年间，江西、安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平均增速分别高达 11.03%和 10.53%，明

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8.18%；重庆、四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平均增速分别为 10.06%

和 9.72%，也位于全国较靠前水平。究其原因，一方面，这些中西部省份近年来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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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较快，居民收入明显提升，为消费高增长提供了较好的基础。另一方面，随着长

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都市圈建设的不断加快推进，消费配套设施和

服务进一步完善，进一步释放了区域消费活力。天津、北京消费增速较慢，主要原因

在于消费水平基数更高，以及近年来消费倾向下滑较快，需要关注生活成本上升对居

民消费意愿造成的负面影响。值得关注的是，吉林、辽宁等东北省份以及宁夏、青海

等西部省份的消费增长在低基数基础上依然较慢。可能原因在于，近年来这些区域人

口流失问题较严重，区域消费活力不足。 

二、进一步拆解我国各省的消费结构 

（一）不同地区消费支出结构差异明显，主要表现为京沪居住消

费占比高，南方地区食品消费占比高，西部区域交通通信消费占比高，

东北地区医疗保健消费占比高 

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构成看，消费支出包括了八大方面：食品烟酒、衣着、居住、

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生活用品及服务、其他用品及服务。 

在食品烟酒消费方面，南方地区食品消费占比明显高于北方地区。2021 年我国食

品烟酒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 29.8%，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 16 个省份中南方省份有

11 个，海南、四川、广东、重庆分别为 36.9%、35.1%、33.2%和 33.2%，位居全国前

列。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南方饮食文化底蕴深厚，美食较多，中国八大菜系中南方菜

占七席；二是南方地区天气相对暖和，夜生活更为丰富；三是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达，

有大量劳动力人口流入，年轻人占比更高，饮食消费意愿更强。此外，食品烟酒消费

占比的差异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通常情况下可用恩格尔系

数（用于购买生存性食物的支出在家庭或个人收入中所占比重）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

区人民生活水平的状况。例如，北京、上海食品烟酒占人均消费支出比重仅为 21.3%

和 25.8%，全国排名靠后，而西藏则高达 35.6%。 

在衣着消费支出方面，北方省份衣着消费支出占比明显比南方省份高。这与我国

不同地区的气候差异密切相关。2021年，西藏以 8.4%的衣着消费占比高居全国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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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7%的共有 8 个省份，分别是河南、山西、内蒙古、青海、黑龙江、新疆和甘肃，

均位于我国青藏、西北和北方地区。这些地区冬天气候寒冷，衣着需求大，价格也较

贵，因此衣着消费占比高。而低于全国 5.9%的平均水平的 12 个省市中仅有北京、天

津两个北方直辖市，其余 10 个均为南方省份，其中海南、广西和广东三地分别以

3.4%、3.9%和 4.0%的消费占比位居全国末尾。究其原因，主要是南方地区气温高，一

年当中穿薄衣服的时间更长，衣服价格相对更便宜些。此外，不同地区的穿衣习惯也

会影响衣着消费，例如广东居民穿衣方面更为注重舒适性、实用性，并不愿意花费大

量金钱去购买昂贵而时尚的服装。 

在居住消费支出方面，北京、上海居住消费大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21 年北京、

上海人均居住消费支出分别高达 16846.7 元和 16136.8 元，居住类消费支出
1
占比分别

为 38.6%和 33.0%，大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3.4%），与其他省市形成断崖式差距。

这主要是由于北京、上海整体房价高企，同时外来人口较多，租赁住户所付的租金较

高。紧随其后的是福建、浙江、江苏和广东四个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省份，消费占比分

别为 29.2%、27.1%、26.8%和 25.9%，均超 25%；重庆、宁夏等西部省份的居住消费占

比则较低。 

如何辩证地看待房地产对整体消费的“挤出效应”和“拉动效应”？“挤出效应”

主要体现在房价过高导致居民不得不加大居住类支出，而对其他类型消费形成挤压；

而“拉动效应”则主要体现为房地产销售对家具、家电等地产类消费品需求的拉动作

用，以及房价上涨给居民带来财产性收入而提高其消费能力。需要分区域来辨别这两

种效应的大小。通过对比全球主要国家或地区房价收入比发现，发展中国家的房价收

入比往往高于发达国家，我国房价收入比高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而二、三线城市房

价收入比不高。因此，房地产对消费的“挤出效应”更多表现在一线城市，例如北京、

上海居住消费占比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而对于绝大多数中西部地区以及二、三线城市

而言，房地产对消费的“拉动效应”更为明显。 

                                                                 
1  居住类消费支出指与居民居住有关的所有支出，包括新建（购）房屋、房屋维修、居住服务、租赁住户所付

的租金、生活用水、生活用电、用于生活的燃料等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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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023年房价收入比国际对比    图 5：中国一二三线城市房价收入比 

       

资料来源：Numbeo，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在交通通信消费方面，西部省份交通通信消费支出占比较高。宁夏、青海、云南

等省全国排名靠前，占比分别高达 16.9%、16.3%和 15.1%，而北京、福建、上海等省

份交通通信支出占比则明显较低。这反映了不同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和公共交通发达程

度的不同。由于西部省份具有地广人稀的地理特点，且交通基础设施并不完善，人们

通勤路程远、难度大，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在交通通信上，因此交通通信支出

占消费支出的比重更高。北京、上海的城镇化水平很高，人们主要是在大都市生活，

公共交通系统很发达，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人多。 

在教育文娱消费方面，湖南教育文娱消费支出占比长期位居全国榜首。这表明湖

南人民追求发展型、享受型消费，在教育、文娱方面的消费意愿较强。西藏人均教育

文娱消费支出仅 975.8 元，占比仅为 5%，均为全国最低，这反映出西藏居民人均收入

较少，消费结构重心仍为吃、穿等生存型消费，教育文娱资源匮乏、活动较少。值得

注意的是，北京、上海的教育文娱消费支出占比较低（分别为 7.7%和 9.6），排名全

国靠后，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0.8%）。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居住方面

消费支出过高，挤占了其他类型消费，人们不得不舍弃教育文娱等享受型消费来满足

基本生活需求；另一方面可能是北京、上海居民日常工作生活节奏较紧张，人们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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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的时间有限，也制约了相关的消费支出。 

在医疗保健消费方面，吉林、黑龙江等东北省份医疗保健的消费占比较高

（12%），常年高居全国榜首，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紧随其后的陕西、天

津等省份均为西北和北方地区，医疗保健消费占比也高达 10%以上。而大部分南方省

份的医疗保健消费占比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背后反映了不同地区人口结构的差异。

近年来东北省份年轻人口外流严重，人口老龄化程度高，老年居民看病需求高，更加

注重保健、养生等健康型消费。而南方地区因经济发达，年轻外来人口流入多，人口

老龄化程度较低，因此医疗保健方面的消费意愿较低，饮食、文娱等其他方面的消费

意愿更高。此外，陕西等省份医疗资源丰富、医疗条件较好、养老产业发达，也推高

了当地医疗保健消费水平。 

在生活用品及服务消费方面，全国各省的地域差距较小。这主要是由于生活用品

及服务消费中所包括的家电等耐用消费品、个人护理用品等均为生活必需品，支出刚

性较强。 

（二）近年来我国整体城乡消费差异明显收敛，但西藏、甘肃等

西部省份城乡消费差距依然较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消费差距经历了一个“先降-后升-再降”的过程。一般

地，可用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例（农村=1）对城乡消费差距进行衡量比较。我国

城乡居民消费比先从 1978 年的 2.83 降至 1983 年的 2.17，之后经历了长时间的上升

至 2000年的高点 3.64，2010年以来城乡居民消费比呈现较快下行，2021年降至 2.04。 

分区域来看，西藏、甘肃、新疆、云南等西部省份城乡消费差距较大，安徽、江

西等中部省份城乡消费差距更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影响城乡消费差距的重要因素。

2022年，甘肃省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农村=1）高达 3.09，为全国最高；西藏城乡

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为 2.68，也明显高于全国 2.45 的平均水平。对应地，这两个省份

的城乡消费差距也表现较大。再次，城乡消费环境的差异也会影响居民消费水平。城

市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质量高、种类多，商业网点数量多、分布广；而农村商业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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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偏少，市场体系不健全，商品和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均有待提高。西藏、甘肃西部

省份更是叠加了气候、交通等方面的因素，导致城乡资源禀赋差距更大。值得注意的

是，北京、天津的城乡消费差距也较大，位居全国较高水平。可能是由于北京城市发

展存在着一定“虹吸效应”，城区发展程度明显高于郊区，获得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

源多，居民收入水平更高，消费需求旺盛，因此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较大。 

图 6：2022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例（农村=1）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年鉴，经作者整理，中国银行研究院 

（三）近年来不同地区消费新业态与新热点也存在差异 

一是新能源汽车消费呈快速增长，但各省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差别较大。在产业升

级、绿色发展持续推进的背景下，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消费快速增长，新能源汽

车渗透率从 2015 年的 1.3%快速攀升至 2023 年上半年的 35%左右。分区域来看，影响

各地新能源汽车销售的因素很多，包括产业政策、充电等基础设施保障、气候和地理

环境等。其中，海南、广西由于新能源车推广较早、政策支持力度较大，新能源汽车

渗透率分别高达 50%和 41%，位于全国领先。相对而言，东北、西北等地由于气候较寒

冷，新能源汽车普及率更低。农村、县域地区由于新能源基础设施不完善，也制约了

新能源汽车消费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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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服务消费增长快于商品消费，且疫情后服务消费呈现文娱旅融合的多元化新

特点。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消费者结构发生变化，新一代年轻消费群体对

文旅、餐饮等消费领域的热情更高，我国服务消费在居民消费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疫

情后，由于前期积压的服务消费需求释放，服务消费更是进一步加速增长，并呈现文

娱旅融合的多元化新特点。例如，今年以来演出市场表现火热，在带来门票收入的同

时，演出对旅游、餐饮等领域消费产生很大拉动作用。相较于一线城市，各类音乐节、

演唱会等活动对二、三线城市旅游的刺激作用更加明显。今年“十一”假期期间，景

德镇、佛山、常州等众多二、三线城市纷纷举办音乐节等活动。2023 年上半年，中国

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比重为 44.5%，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仍存在一定差距（美国约为 65%，

日本约为 60%），未来我国服务消费仍具备较大发展空间。 

表 1：部分演唱会带动消费情况 

演唱会 吸引游客（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或带动消费（亿元） 

周杰伦海口演唱会 15.46（60%以上是外地观众） 9.76 

TFBOYS西安演唱会 11.8（83%是外地观众） 4.16 

周杰伦呼和浩特演唱会 18.4（80%以上是外地观众） 28.8 

薛之谦衢州演唱会 5.6（85%是外地观众） 1.24（拉动 6.9亿元间接消费） 

周杰伦天津演唱会 18.5 30（综合消费）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中国银行研究院 

三是线上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截至 2023 年上半年，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

8.84 亿人，占网民整体的 82%。分区域来看，近年来中西部地区线上消费增速持续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未来仍有较大发展空间。2020-2022 年，中部地区线上消费平均增

速为 12.22%，明显高于全国平均增速 9.66%。线上消费对传统线上消费既有替代效应，

也有新增效应。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数据，当前我国线上消费的新增效应仍然显

著（居民线上消费每提高 1元，带动总消费规模净增加 0.36元），并且中部和西部地

区表现更加突出，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2.4 倍和 1.6 倍。此外，近年来农村电商也

取得积极发展，2023年上半年我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 1.12万亿元，同比增长 12.5%。

这主要是得益于城乡商贸循环系统的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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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各区域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增速 

 

资料来源：Wind，经作者整理，中国银行研究院 

三、未来进一步挖掘我国消费潜力的方向 

（一）通过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消费倾向，来巩固居民消费基础 

根本上要着力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通过保障经济持续增长、稳定居民就业、推动

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巩固居民消费基础。以稳定和扩大就业岗

位带动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以推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带动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建

议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化上调个税起征点，进一步减轻居民的纳税负担。 

下大力气提高居民消费倾向。根据测算，若我国居民消费倾向由当前的 66.53%提

高至 75%，则可释放新增消费潜力约 4.4 万亿元。未来要重点提高北京、上海、天津

等东部发达地区以及青海、新疆、宁夏等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居民消费倾向。加快推进

北京、上海保障性住房建设，降低居民生活压力，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完善社会保

障体系，着力推进城乡居民养老、医疗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统筹，缩小城乡社保待

遇水平差距，提高农村居民消费能力。 

重点推动西部、东北地区消费增速的提升。可借鉴东中部经验，以发展较成熟的

城市为基础建立西部、东北都市圈，增强省会城市消费带动效应，打造区域消费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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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过优化供给来释放新的消费潜力，激发消费升级意愿 

针对不同区域消费特点，有侧重地优化商品与服务供给。考虑到南方地区食品消

费倾向更强，更多地鼓励南方城市“夜经济”发展，推动夜市餐饮与娱乐多元化消费。

考虑到对于大多数城市而言，房地产对消费的“拉动效应”更为明显，建议进一步放

宽房地产政策，除一线城市外的房地产购售限制应放尽放。考虑到东北地区人口老龄

化程度高、医疗保健消费需求旺盛，鼓励东北地区养老产业的发展，提升养老服务供

给。 

加快补齐消费基础设施短板。完善多层级消费基础设施构建，让不同区域、不同

消费能力的群体的消费需求得以满足。重视农村地区消费基础设施建设补短板，加大

力度支持城乡物流、城乡电网、城乡冷链仓储等基础设施建设，打通商品下乡的“最

后一公里”，为农村居民扩大消费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 

（三）根据消费发展新趋势，因地制宜推动消费场景创新 

助力新能源车拓展下沉市场。进一步完善城市周边及县城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布局

与建设，加强新能源车的充电服务保障。进一步优化超大城市汽车购买政策，增加新

能源车牌年度指标，降低无车家庭获取新能源车牌门槛。 

进一步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开发更多体验式、沉浸式、互动式服务消费场景，鼓

励有条件二、三线城市积极承办演唱会、举办音乐节，以激发区域消费新潜力。全面

落实带薪休假制度，鼓励错峰休假、弹性作息，尤其是一线城市带头出台相关措施，

释放居民服务消费潜力。 

提升线上消费便利度。进一步完善数字化支付体系，鼓励并推动移动支付在中西

部地区、农村地区的发展。 

四、消费金融业务机会及相关建议 

（一）针对区域经济发展、消费差异，调整消费金融业务发展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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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消费总量大、人均消费水平较高，但消费增速

较低，商业银行要采取市场渗透策略扩大市场份额，将业务重点放在消费新业态的拓

展以及一些表现较好的消费细分市场。 

对于安徽、江西等中部地区，消费增速快、发展势头较好，信用卡、消费贷等业

务的拓展空间更大，要做好消费信贷配套支持，适当提供消费贷利率优惠，适度扩大

个人消费信贷额度，延长贷款期限。 

对于西部、东北地区，消费总量和增速均有待提高，则需要更为精确地筛选优质

客户，有针对性地推广消费信贷业务，提升风险意识。 

（二）关注不同区域的消费细分领域的业务机会 

结合各地区消费结构的差异，有针对性地进行业务场景的拓展。如前文所述，我

国不同地区消费支出结构的差异主要表现为京沪居住消费占比高、南方地区食品消费

占比高、西部区域交通通信消费占比高、东北地区医疗保健消费占比高。商业银行在

发展消费金融业务时，要关注不同区域的消费细分领域的业务机会。例如，在海南、

四川、广东、重庆等南方地区可更多地将重点放到加强与购物商场、饮食商户等的业

务联系；在黑龙江、吉林等东北地区可重点拓展养老金融相关的业务发展机会；在北

京、上海等地区可重点关注购房、租房市场业务。 

加大金融对农村农民消费的支持力度。进一步丰富涉农消费金融产品，将消费金

融场景延伸到农村生活场景。加强对农民金融知识的宣传与普及，帮助农民更好地了

解金融产品和服务，助力广大农村消费者树立正确的金融观、消费观。深化对农村客

群的信息掌握情况，更加精准地匹配农民需求。 

（三）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提高消费金融与消费新热点的匹配

度 

进一步发展汽车消费金融。大力拓展新能源汽车市场，推广新能源汽车分期业务，

可适当给予定价方面的优惠。关注新能源汽车下乡带来的相关业务机会，结合农民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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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消费金融的需求新特点，改进汽车金融产品。关注二手车市场相关业务机会，以及

购车后的汽车保养、车载装饰等细分场景业务机会。 

丰富消费信贷场景。抓住疫后文旅、餐饮等服务消费领域快速发展的契机，加强

消费金融服务和产品创新，更多地拓展娱乐社交、文化、体育等场景。强化对相关行

业、相关客群的特征研究，差异化制定消费金融服务方案，提高消费金融产品与多元

化消费场景的适配度。 

积极布局线上消费金融产品。加强商业银行与互联网平台的合作，进一步完善消

费金融的线上运营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