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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整体消费环境 

全球最优消费市场，市场潜力巨大 
自2012年起，我国家庭最终消费保持连续四年加速上升，截至2015年，中国家庭最终消费超过27万亿人民币。但即使如
此，目前我国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仍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艾瑞分析，我国消费市场上升空间巨大，原因在于以下三个方
面：第一，消费环境的逐渐丰富。在国家政策的推动和商业及娱乐环境的升级作用下，未来国人将有更多的场景进行消费；
其次，消费金融平台的加速推动。随着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崛起，消费场景的重要性已成为业界共识，很多消费金融平台的
业务模式都开始向消费场景端渗透，它们自身的发展也会丰富居民消费环境，进而刺激消费；第三，年轻群体的消费意识
的改变。作为消费市场主力军的年轻人群体，消费需求较高，其消费增速或远超我国家庭消费增速。随着这部分人群的逐
渐成熟，我国的消费规模将进一步提速。 

14.7  
18.2  19.8  21.6  

24.2  
27.2  

30.9  
34.4  

37.7  
41.4  

45.6  

23.8% 

8.8% 9.1% 12.0% 12.4% 13.6% 11.3% 9.6% 9.8% 10.1% 

0

10

20

30

40

50

60

70

2010 2012 2014 2016e 2018e 2020e

2010-2020e年中国家庭最终消费支出 

家庭最终消费支出（万亿元） 增长率（%） 

57.9% 58.1% 58.2% 58.4% 58.3% 58.5% 58.7% 

35.9% 
37.4% 36.6% 36.2% 37.4% 

39.1% 
40.8% 

68.2% 68.9% 68.4% 68.4% 68.4% 68.4% 68.4% 

64.7% 64.5% 65.0% 65.0% 64.7% 65.0% 64.9% 

59.2% 60.3% 60.6% 61.0% 60.7% 60.9% 61.0% 

56.1% 55.3% 55.7% 55.4% 54.6% 55.1% 55.5% 

30%

40%

50%

60%

70%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e

2010-2016年中国及主要国家最终消费支出占GDP

比率 

全球平均 中国 美国 英国 日本 德国 

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2016.12 iResearch Inc.                                                                www.iresearch.com.cn 

          

来源：世界银行。 

 
©2016.12 iResearch Inc.                                                     www.iresearch.com.cn 

          



4 

消费快速增长将改变我国高储蓄率格局 

消费的增加带来更多消费金融市场空间 
2015年中国储蓄率为37.6%，达到了近5年来的最低点，但即便如此，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我国储蓄率仍严重偏高。不
过我国消费市场的快速增加有望改变我国高储蓄率格局。同时，消费的增加也带来了更多的消费金融的市场空间。随着消
费金融服务形式的多样化发展，以及越来越多的消费场所提供信贷业务，我国的消费金融市场将步入一个急速扩张的时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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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金融遭遇瓶颈，消费金融异军突起 

信贷收紧，传统金融增速放缓 
长期以来，我国传统金融受到政府过度保护，导致我国传统金融机构业务模式较为僵化，不能有效覆盖中小企业、大学生、
蓝领等新兴群体，使得这些有实际信贷需求的群体无法获得贷款。2010年后，我国信贷运用增速骤然下降，传统金融遭遇
发展瓶颈。但从2010年至今的这一段时间，正是互联网消费金融腾飞的阶段。互联网消费金融机构利用大数据等新技术，
鉴别这部分空白人群的信用水平，填补了传统金融行业的空白市场，推动了消费金融产业的异军突起。 

来源：人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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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金融遭遇瓶颈，消费金融异军突起 

消费金融成金融行业核心推动力 
2016年，中国消费信贷规模突破了22万亿，同比增长19%，同时消费信贷在我国所有消费中的占比达到了46.8%，成为
了我国消费的主流形式。在我国传统金融增速放缓的情况下，消费金融的快速增长成为了推动整个金融行业增长的核心动
力。而消费金融相比传统信贷的最大优点在于，它固定了用户的资金用途。同时，中国有独立的消费金融牌照，对于无法
直接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从消费金融领域切入，是可以让它们接近金融很好的一个途径，所以消费金融会吸引更多的从
业者，而更多的从业者自然也就推动了消费金融规模的上升。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目前我国消费信贷占消费的比重与美
国接近，但形式上有很大区别，我国的消费信贷仍以房贷车贷为主，居民日常生活中的消费所占比例很小。 
 

来源：人民银行，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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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消费金融结构细分 

房贷占比减小，其他消费信贷占比提升 

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艾瑞咨询。 

 

 
从2010年以来，房贷在消费信贷中所占的比例不断减小，信用卡消费信贷及其他消费信贷占比逐渐提升。由此可以看出，
我国居民对信贷业务的需求从主要局限于购房，购车等大额融资，开始转移到3C产品、旅游、服饰、食品等日常生活消费
品。而且随着电子商务以及网络分期等新型互联网消费及金融模式的不断推动，市场接受程度的不断增加，未来非房产汽
车类的消费信贷会有更大的增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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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的校园消费市场 

三千多万大学生为基础的千亿级消费市场 
从2012年以来，我国在校大学生人数一直处于增长的趋势，2015年达到了3647万人。庞大的人口基数也奠定了大学生市
场千亿级的消费规模，2016年我国大学生消费市场规模达到4524亿，同比增长4.7%，并呈增长趋势。但是大学生消费市
场和成年人市场不同，他们每月的生活费几乎等同于可消费金额，而且由于存在饭费等必须的开支，尽管市场规模比较
大，可是在传统消费观念环境中消费信贷能渗透的领域并不多。然而随着电商消费的刺激，生活品质的提高，场景的不断
丰富，大学生消费与社会消费间的差距逐渐消失。同时传统金融机构对大学生的授信做得并不够好，能够给予大学生提供
信贷的机构非常少。因此未来大学生消费信贷的渗透需要更为科学的信用评价体系，在这个过程中，结合消费场景提供消
费金融服务是目前最好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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