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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后中国经济恢复系列研究之二： 

消费疫后修复新变化、新趋势及 

对策建议＊ 

防疫政策调整对经济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疫情三

年以来，消费是受冲击最大的领域，因此也是防疫政

策调整后变化最大的领域。当前，居民收入预期和消

费倾向逐步好转，消费总体恢复势头良好，但也呈现

出非均衡复苏特征。从国际经验来看，疫后消费恢复

强度与居民部门政策支持强度有关，但消费恢复的持

续性主要取决于经济恢复动能是否强劲。2023 年，消

费有望实现两位数增长，消费结构将重回升级轨道，

服务消费占比将进一步提高。建议保持助企政策支持

力度，加快推动收入分配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积极推动服务消费扩容升级，强化汽车等重点领

域消费支持，并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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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疫后修复新变化、新趋势及对策建议 

防疫政策调整对经济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疫情三年以来，消费是受冲击最大的领

域，因此也是防疫政策调整后变化最大的领域。总体来看，防疫政策调整的效果超出

预期。当前，居民收入预期和消费倾向逐步好转，消费总体恢复势头良好，但同时也

呈现出服务消费领域普遍“量升价跌”、日常消费和耐用品消费走势背离等非均衡复

苏特征。此外，民航、影院等部分消费领域还面临供给约束。从主要国家疫后消费恢

复表现来看，疫后消费恢复强度与居民部门政策支持强度有关，但消费恢复的持续性

主要取决于经济恢复动能是否强劲。2023 年，在疫情平稳的情况下，消费有望实现两

位数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望达到甚至超过 60%。消费结构将重回升级轨道，

服务消费占比将进一步提高，成为拉动消费的主引擎。建议宏观政策注重夯实消费增

长基础，保持助企政策支持力度，持续做好稳就业工作；加快推动收入分配改革和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中长期居民收入增长和预期改善；抓住疫后恢复机遇，积极

推动服务消费扩容升级；强化汽车等重点领域消费支持，助力大宗消费恢复；加大金

融支持力度，增强消费恢复动力。 

一、疫后我国消费出现新变化 

（一）消费复苏呈现三大亮点 

第一，消费总体复苏态势良好，商品和服务消费双双回暖。2023 年春节，随着疫

情防控转入新阶段，居民出行热情超预期。交通部数据显示，1 月 21 日至 27 日，全

国铁路、公路、水路、民航共发送旅客 19940.4 万人次，同比增长 74.4%，恢复至

2019 年的 54%。在防控措施放松、人员流动增加等带动下，2023 年春节消费全面复苏。

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2023 年春节期间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较上

年春节增长 12.2%，其中，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分别同比增长 10%、13.5%。 

第二，服务消费恢复快于商品消费，旅游、餐饮等领域表现尤为亮眼。服务消费

前期受疫情防控影响更大，因此疫后反弹也更加强劲。分场景来看，2023 年春节，服

务消费各场景表现均好于 2022年同期，部分场景甚至好于疫情前同期水平。具体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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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依次为：旅游>商场>餐饮>观影>免税（表 1）。其中，旅游业表现最为亮眼，虽

然总体未能修复至 2019 年春节水平，但收入、人次和客流量均较 2022 年春节显著提

升。 

表 1：2023年春节部分消费场景表现超过 2022年 

场景 项目 2019 年春节为 100% 2022 年春节为 100% 数据来源 

旅游 

收入（亿元） 73% 130% 文旅部 

人次（亿人） 89% 123% 文旅部 

旅游景点客流量 - 170% 百度慧眼 

商场 商场客流量 - 128% 百度慧眼 

餐饮 收入（亿元） 102% 125% 中国烹饪协会 

观影 
收入（亿元） 116% 112% 猫眼电影 

人次（亿人 98% 112% 猫眼电影 

免税 
收入（亿元） - 106% 海口海关 

人次（万人） - 110% 海口海关 

资料来源：文旅部、百度慧眼、中国烹饪协会、猫眼电影，海口海关  

第三，居民收入预期逐步好转，消费倾向有所回升。收入是支撑居民消费的基础，

疫情以来，失业率上升、实际收入下降和悲观预期是居民消费持续疲弱的主要原因。

2022 年四季度，在一系列稳经济政策支持下，城镇调查失业率下降，居民消费倾向也

停止下跌。2022 年四季度人民银行调查数据显示，愿意更多消费的居民占比稳定在

22.8%，与三季度持平。2023 年，随着疫后经济持续复苏，失业率将继续下降，我国

居民消费倾向将较 2022年有所修复。但从国际经验来看，居民消费表现修复至疫前水

平不仅需要一定时间，还需要相应的政策支持。 

（二）消费非均衡复苏特征突出 

春节期间，消费“量”的快速修复体现了“新十条”放松管控、疫情达峰以来居

民消费和出行意愿的好转，但“质”相对不足则表明部分人群就业及收入状况受疫情

影响较大，消费能力有所不足，未来有待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回升和消费支持政策加码。 

第一，服务消费领域普遍“量升价跌”，表明消费数量快速修复但质量相对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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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旅游消费趋于下降，高端市场表现好于低端市场。2023 年春节旅游收入和人次分

别恢复至 2019 年的 73.1%、88.6%，表明人均消费水平趋于下行。其中海南尤为明显，

2023年春节旅游收入、旅游人次分别为 2019年的 65%、110%，但春节离岛免税人均购

物金额连年下滑，2021、2022、2023 年分别为 1.08、1.03、0.99 万元。海南住宿价

格数据同样显示，中低端收入人群消费能力相对不足，春节期间，海南高端酒店价格

暴涨，而经济型酒店价格相对稳定（图 1）。电影市场在爆发性回暖的同时，也呈现

出人均票价下跌的趋势。2023 年春节档票房达到历史第二高水平，但人均票价同比回

落（图 2）。量价拆分来看，2023 年春节期间观影人次同比提升 13%，平均票价同比

下滑 0.6%。观影人次虽较之 2022 年有大幅度增长，但仍未修复至 2019 年春节水平，

这可能与春节期间存在供给约束有关。 

图 1：春节海南高低档住宿价格指数走势分化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第二，商品消费细分领域走势背离，表明收入约束依然较强。日常消费恢复较好。

春节期间，果品蔬菜、粮油食品、肉禽蛋奶的销售收入均同比增长 30%左右，呈现出

较好的恢复态势。但受收入、预期、政策等因素影响，汽车等耐用品、大宗商品消费

相对低迷。1月汽车消费旺季不旺，销量出现大幅下滑。乘联会数据显示，1月汽车零

售量同比和环比分别下降 41%和 43%，批发量同比和环比分别下降 38%和 40%（图 3）。

2023 年，随着“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燃油车购置税减半”等多项全国性

汽车消费支持政策退出或力度减弱，叠加高基数因素，汽车消费增速将下滑，对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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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拉动作用也将减小。 

图 2：春节电影市场人均消费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图 3：乘用车零售销量增速 

 

资料来源：乘联会，中国银行研究院 

第三，部分消费领域面临供给约束，未来仍有一定增长空间。在长达三年左右的

疫情防控期间，民航等交通出行领域，以及影院、展览等线下服务领域消费相对低迷，

相关行业供给量也处于历史低位。2022年年底、2023年初疫情感染快速过峰后，居民

出行、消费等意愿快速提升，尤其是 2023年春节，消费需求暴涨后造成短期内供给不

足。以民航和影院为例，民航方面，由于飞行员、空乘等人员以及客机补充需要时间，

春节期间执飞航班数量恢复较慢，仅恢复至 2022年同期水平左右，低于居民出行、旅

游等领域恢复程度，对居民出行恢复形成一定制约（图 4）。影院方面，2023 年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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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在票房、观影人次等方面取得较好成绩，但场次仍明显低于 2022 年、2019 年同期

水平，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供给约束特征（图 5）。 

图 4：执行航班架次仍在恢复中              图 5：春节档电影场次偏低 

  

资料来源：Wind，猫眼数据，中国银行研究院 

二、国际上疫后消费恢复的几种典型路径 

（一）主要国家疫后消费恢复强度差异较大 

主要国家防疫措施放开后，由于放开节奏、经济基础、支持政策着力点、消费习

惯等方面的差异，其疫后消费恢复表现也存在较大差异。分析发现，主要国家疫后消

费恢复表现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疫后消费持续超过疫情前趋势水平，典型代表为美国、新加坡、澳大利

亚等。这类经济体消费修复情况较好主要是由于政府对居民的直接转移支付力度较大，

个人可支配收入显著提高，消费反弹动力较足。从修复时长来看，这类经济体在防疫

政策放开后的 2 个月内消费普遍修复超 90%。以美国为例，新冠疫情暴发后，美国迅

速开启了多轮大规模财政刺激，随后美国居民消费快速反弹。美联储实际个人消费支

出数据，以及美国零售和服务销售额数据，均在 2021年 3月左右超过疫情前的趋势线

水平，并基本保持在趋势线以上（图 6、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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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美国实际个人消费支出            图 7：美国零售服务销售额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第二类：疫后消费短暂超过趋势线后回落，典型代表为欧洲国家、韩国等。这类

经济体的财政政策补贴主要针对企业，对居民部门的支付转移规模较小。消费修复路

径呈现倒“V”字型，修复持续性较差。欧元区零售销售指数在 2020 年三季度，以及

2021年二到四季度恢复至疫情前趋势线以上水平，但 2022年再度跌破趋势线（图 8）。

韩国消费恢复表现与欧洲国家类似，2021 年 4 月，韩国销售指数超过疫情前趋势线水

平，但不久便回落至趋势线以下（图 9）。 

图 8：欧元区零售指数走势                  图 9：韩国零售指数走势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第三类：疫后消费长期低于疫情前趋势线水平，典型国家为日本等。这类经济体

财政政策倾向于对中小型企业补贴，总体规模相对较小，因此消费的修复动力明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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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整体恢复态势疲软。日本在疫情防控放开后，防疫政策曾出现反复，打乱了消费

恢复节奏，最终导致消费持续低于疫情前水平，截至 2022年末，日本销售指数依然低

于疫情前的趋势线水平。 

（二）主要国家疫后消费恢复支持政策的经验总结 

第一，疫后消费恢复强度与居民部门政策支持强度有关，但消费恢复的持续性主

要取决于经济恢复动能是否强劲。从上文分析的几个典型国家疫后消费恢复情况来看，

各国消费恢复强度依次为美国、欧洲、韩国、日本。2020 年至 2021 年，各国财政赤

字大小的排序依次为美国、日本、欧洲（以德国、法国为代表）、韩国（图 10）。这

一排序基本与各国疫后财政支持居民部门的强度一致，仅日本例外（见后文分析）。

美国疫后消费恢复十分强劲，主要原因是其对居民部门的政策支持力度较大（表 2）。

在 2020年疫情暴发初期，美国就推出了一系列财政刺激法案以稳定经济增长和居民企

业部门的资产负债表。2020 年，美国为应对疫情额外推出超过 3 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

计划。2021 年，拜登政府又接连推出《美国救助计划》与《基础设施和就业法案》等

财政刺激措施。美国对居民的财政补贴催生美国消费的“报复性反弹”。此外，疫后

消费恢复的持续性主要与经济增长动能是否强劲有关，居民收入增长的持续性决定了

消费恢复的持续性。2022 年，在疫后经济恢复过程中，欧洲国家受俄乌冲突和能源危

机拖累，韩国、日本受全球经济周期下行背景下出口下滑影响较大。相比之下，美国

经济恢复表现相对较好，经济恢复的持续性也较强。 

图 10：主要国家财政赤字占 GDP比重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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