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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消费的影响与 

银行业应对＊ 

2019 年 12 月底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将对我国经济

带来较大的短期冲击。由于疫情爆发正值春节消费旺

季，较之于投资和出口，本次疫情对消费的影响将更

大。但疫情对消费的影响“危”与“机”并存。短期

来看，疫情将会对各类消费产生结构性冲击，消费增

速明显下降；但疫情消退后，预计消费将较快反弹并

回归正常增速。从中长期来看，疫情将推动我国居民

消费行为变化和刺激新消费增长点，加速无人零售、

生鲜电商等新零售浪潮的到来。建议银行业：短期

内，敏捷反应，服务于国家防控疫情和经济社会秩序

恢复大局，加强对中小企业尤其是消费行业中小企

业，以及防疫相关企业和人员的金融支持保障力度；

中长期，抓住本次疫情危机可能酝酿的消费零售行业

变革，提前布局。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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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消费的影响与银行业应对 

2019 年 12 月底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将对我国经济带来较大的短期冲击。由于疫

情爆发正值春节消费旺季，较之于投资和出口，本次疫情对消费的影响将更大。但疫

情对消费的影响“危”与“机”并存。短期来看，疫情将会对各类消费产生结构性冲

击，消费增速明显下降；但疫情消退后，预计消费将较快反弹并回归正常增速。从中

长期来看，疫情将推动我国居民消费行为变化和刺激新消费增长点，加速无人零售、

生鲜电商等新零售浪潮的到来。建议银行业：短期内，敏捷反应，服务于国家防控疫

情和经济社会秩序恢复大局，加强对中小企业尤其是消费行业中小企业，以及防疫相

关企业和人员的金融支持保障力度；中长期，抓住本次疫情危机可能酝酿的消费零售

行业变革，提前布局。 

一、本次疫情对消费的冲击将远大于“非典” 

（一）疫情爆发时间为消费旺季，且疫情蔓延范围更大，防控措施更强 

从疫情影响时间上来看，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主要集中于2020年一季度，

正值春节、元宵等传统消费旺季，因此对消费冲击较大；而2003年“非典”爆发时间

为春季，对消费的影响相对较小（图 1）。从疫情感染人数和蔓延范围来看，本次疫

情受感染人数远超“非典”，截至 2020 年 2 月 12 日，全国确诊病例为 59741 例，而

“非典”确诊人数截至 2003 年 8月 16日仅为 5327 例。此外，本次疫情蔓延的范围也

大于“非典”（图2、图3）。“非典”主要爆发于广东省和北京市，对全国其他地区

的生产经营和生活影响较小；而本次疫情不仅疫情爆发地湖北省受灾特别严重外，全

国绝大部份地区均受灾较重（西藏、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相对较轻）。从

疫情的防控措施来看，“非典”时期，仅疫情中心广东省和北京市采取了较为严格的

防控措施，其他地区的生产经营、教学、生活等活动并未大范围受影响。而本次疫情

恰逢“春运”人口大流动时期，为防止疫情叠加“春运”造成失控，各地均采取了封

路、关停店铺工厂、延迟开业开工、封闭式管理小区等非常强硬的防控措施。这些强

硬措施在有力阻断病毒传播途径的同时，也对消费造成巨大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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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非典”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发展时间线对比 

 

资料来源：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及各省市地区卫健委 

图 2：“非典”疫情蔓延范围   图 3：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蔓延范围 

  

资料来源：国家及各省市地区卫健委，中国银行研究院 

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累计确诊人数截至 2020 年 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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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前我国消费结构中受疫情影响更大的服务消费和可选消费占比更高 

较之于2003年“非典”时期，当前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恩格尔系数明显

降低。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2003 年的 8472 元增加到 2019 年的 42359 元。

全国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家庭总消费支出比重）和农村居民家庭

恩格尔系数分别由 2003 年的 37%和 46%下降至 2019 年的 28%和 30%。 

全国居民消费结构明显升级，服务类、可选类消费占比显著提高。随着收入的不

断提高，我国居民消费正在由原来的“温饱型”转向“小康型”。一是可选消费比重

大幅提高。对比 2003 年和 2019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结构发现，2019 年居民消费

中的必选消费占比由 2003 年的 31%下降至 22%，可选消费占比显著提高，例如汽车相

关消费占比由 2003 年的 25%提高至 2019 年的 40%（表 1）。二是服务消费比重持续提

高，形成服务消费和商品消费双轮驱动的格局。2019 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服

务消费支出占比为 45.9%，比上年提高 1.7 个百分点。 

可选消费、服务消费受疫情影响更大。当疫情冲击来临，消费不可避免地减少时，

米面粮油等必选消费相对稳定，而汽车、旅游等可选消费将受到更大冲击。此外，服

务消费多为非必需品且多依赖于面对面提供、即时发生，因而较之于商品消费，受疫

情冲击更加严重。据此判断，本次疫情对消费的冲击将大于“非典”时期。 

表 1：2003 年和 2019 年消费结构对比 

限额以上企业商品零售额（亿） 各品类占⽐ 

 2003 年 2019 年 2003 年 2019 年 
汽车 1,482 39,389 14% 26% 

⽯油及制品 1,196 20,042 11% 13% 
汽车相关类⼩计 2,678 59,431 25% 40% 

粮油、⾷品 1,272 14,525 12% 10% 
⽇⽤品 533 6,111 5% 4% 

中西药品 895 5,907 8% 4% 
烟酒 397 3,913 4% 3% 
饮料 201 2,099 2% 1% 

必选消费类⼩计 3,298 32,556 3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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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服装 1,321 13,517 12% 9% 
化妆品 207 2,992 2% 2% 

⾦银珠宝 163 2,606 2% 2% 
百货相关类⼩计 1,690 19,115 16% 13% 

建筑及装潢材料 95 2,061 1% 1% 
家⽤电器和⾳像器材 1,127 9,139 11% 6% 

家具 79 1,970 1% 1% 
地产相关类⼩计 1,301 13,170 12% 9% 

通讯器材 211 4,839 2% 3% 
书报杂志 295 1,333 3% 1% 

⽂化办公⽤品 188 3,228 2% 2% 
体育、娱乐⽤品 79 694 1% 0% 
⽂娱通讯类⼩计 773 10,094 7% 7% 

其他 211 4,200 2% 3%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二、短期内疫情对消费造成较大的结构性冲击，未来消费将出现

较强反弹 

（一）短期疫情对各类消费结构性冲击明显，预计消费增速将大幅下降 

“非典”疫情在其峰值期间（5 月）造成当月消费增速下降 5 个百分点至 4.3%。

预计本次疫情对消费的冲击将大于“非典”时期。预计 2020 年 1-2 月消费将降至 3%

左右，后期消费增速恢复时间取决于疫情控制情况。 

但疫情对消费的影响将是短期的、结构性的（表 2）。一是疫情对必需品消费的

影响小于对非必需品消费的影响。二是疫情对时间可选型非必需品消费的影响小于对

时间不可选型非必需品消费的影响。以旅游消费和办公用品消费为例，人们因疫情推

迟的旅游消费需求将在疫情结束后得到释放，因此疫情对全年旅游消费的影响相对较

小；但人们因疫情减少的办公用品消费，较难在疫情结束后回补，因此这部分消费就

失去了。三是疫情对线上替代性较强消费的影响小于对线上替代性较弱消费的影响。

例如主题公园等休闲娱乐消费难以进行线上替代，消费损失较多；服装鞋帽购物等消

费易进行线上替代，影响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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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疫情对各类消费的短期影响 

消费项⽬ 短期影响 
食品（粮油食品、烟酒饮料等） 生活必需食品消费增加，其他食品和饮料消费下降 

餐饮 消费大幅下降 

纺织服装 
线下消费下降明显，线上消费有一定替代作用，但总体有

所下降 

化妆品 
线下消费下降明显，线上有一定替代作用，但化妆品消费

旺季为下半年，影响相对较小 

日用品 线下消费大幅下降，线上替代较为明显，总需求相对稳定 

金银珠宝 短期消费下降明显，需求将延后 

家用电器、音像器材等 
小家电线下需求部分分流至线上；厨电、黑色/白色家电等

受安装等影响，短期消费下降明显，需求将延后 

文化办公用品 短期消费下降较多，长期也较难回补 

商贸零售 
超市必选消费增长，其他消费下降；百货商场消费大幅下

降 

汽车 非必需品，短期消费下降明显，需求将延后 

石油及制品 受开工延后、出行减少等影响，消费下降明显 

家具、装潢等房地产相关消费 非必需品，短期消费下降明显，需求将延后 

交通运输、物流与通信 
民航、铁路、公路、水路交通运输消费下降明显，电商物

流需求和通信类消费需求有所增加 

医药卫生 消费显著增加 

传媒娱乐 
线下娱乐消费（影院等）消费大幅下降，线上娱乐消费

（短视频、影视内容、游戏等）显著增长 

教育 线下教育消费大幅下降，线上替代线下进程加快 

休闲服务（旅游、住宿等） 线下休闲服务消费大幅下降，线上替代十分有限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研究院 

（二）未来各类消费增速的恢复性增长可期 

疫情期间被抑制的部分消费需求并未消失而只是延后。因疫情防控的需要，居民

减少外出大幅抑制其当前的消费需求，这部分被抑制的消费需求有望在疫情结束后得

到有效释放。以“非典”为例，2003 年 7 月疫情消退后，前期被抑制的消费需求大量

释放，其中，零售品消费中回落幅度较大的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体育、娱乐用品

类，文化办公用品类等都恢复至疫情前甚至更高水平。 

政府多措并举为消费行业企业纾困，预计疫情结束后供给端将较快恢复，使消费

需求得到较好满足。疫情发生以来，中央和各地纷纷出台各类措施，缓解中小企业，

尤其是受疫情重创的消费行业中小企业的资金压力，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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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2 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就明确提出要“完善支持中小微企业的财税、金融、

社保等政策”。2 月 11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建立企业应对疫

情专项帮扶机制，纾解企业特别是民营、小微企业困难”。银保监会要求各银行保险

机构，对于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行业，以

及有发展前景但暂时受困的企业，不盲目抽贷、断贷、压贷；并鼓励通过适当下调贷

款利率、完善续贷政策安排、增加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等方式，支持相关企业渡过

难关。各类纾困措施的落地和实施将较好地保护消费行业企业有生力量，待疫情消退

后，使得供给端较快恢复，有效满足疫情过后反弹的消费需求。 

受疫情重创的餐饮和旅游等消费将在疫情结束后出现明显反弹。从近几年的消费

需求看，外出就餐和旅游已成为很多人的日常生活方式。2019 年，全国餐饮收入

46721 亿元，比上年增长 9.4%；国内旅游人数将超过 60亿人次，比上年增长 5亿人次

左右。春节通常是人们释放旅行和餐饮消费需求的重点时段，而2020年春节由于疫情

防控需要封闭在家，旅游和外出就餐的消费需求无法实现，反而进一步刺激了人们的

消费欲望。疫情结束以后，相关消费需求将呈现报复性反弹。餐饮消费方面，预计疫

情结束后的 1-2 个月时间内将出现小高峰，而后转为 9%-10%左右的正常增速。旅游消

费方面，2020 年“五一”“端午”和暑期将成为释放疫情累积的旅游消费需求的重点

时段，有望出现旅游小高峰。此后的“十一”黄金周，旅游消费将会恢复到正常增长

区间。 

三、疫情将催生“宅经济”，加速零售业态变革酝酿新机遇 

从历史来看，疫情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的同时，也往往促使相关行业加速升级。

例如，1928年美国金融危机，催生了连锁超市；2003年“非典”疫情，诞生了阿里巴

巴等一批线上零售巨头企业。此次疫情也是“危”中藏“机”，疫情或成零售行业进

化和变革的“催化剂”，加快新零售模式崛起，为消费零售带来新机遇。 

一是线上线下融合零售模式（O2O 模式）成趋势。疫情期间，各大商超和便利店

为减少人员不必要的接触，同时压缩供应和物流成本，都推出了预约制到店自提、无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7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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