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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兼中国区消费与零售咨询业务负责人，

泽沛达（Daniel Zipser）近期在领英（LinkedIn）开设专栏“中国消费者

洞见”，关注并解读塑造当今中国消费者行为的各类趋势。本文是最新一

期专栏文章的中文版。 

作者：泽沛达（Daniel Zipser） 

受新冠疫情影响，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在一夜之间被迫改变习以为常的

购物习惯。很多人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尤其是旅游、娱乐、餐饮、酒店

等行业从业者，他们甚至因疫情管控和疫区封锁而失去了工作和收入来源。 

如今，当我们展望后疫情时代，会看到怎样一番景象呢？消费支出是

否会反弹，往日的消费习惯是否会恢复？在这方面，中国树立了疫后消费

复苏的典范，其经验或可供其他经济体参考借鉴。 

作为针对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消费者需求和行为所做的广泛分析的一部

分，我在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同事们分析了中国的消费模式，包括 2020

年中国消费需求的复苏情况。近期，该研究发布于题为《消费需求复苏和

新冠疫情的持续影响》(The consumer demand recovery and lasting 

effects of COVID-19)的报告中。他们发现，中国的消费复苏让欧美看到

了曙光，而中国的经验也揭示了消费者行为在疫情消退后可能发生的一些

变化。以下是中国消费复苏的五大特点： 

1.中国经验表明，有效控制疫情可推动国内家庭消费快速反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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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2020 年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根据政府发布的数据，2020

年中国实际 GDP 增长 2.3%）。虽然私人消费依然略低于 2019 年水平（估

计同比下滑约 3%~4%），但在 2020 年下半年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后，私人

消费显示出强劲反弹态势。由于成功遏制了疫情，中国在出口方面也表现

突出，尤其是与德国等其他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相比；2020 年，出口为中国

经济增长贡献了 5350 亿美元贸易顺差。 

2. 中国的储蓄率在疫情期间飙升，但目前已稳步回落。中国居民储蓄

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从 2019 年的 38%，飙升至 2020 年上半年的 43%，

但在 2020 年下半年回落至 41%。这对美国和西欧的消费复苏可能是一种

鼓舞，这些国家的储蓄率在 2020 年上涨更快（美国的储蓄率从 2019 年的

8%，上升到 2020 年的逾 16%）。中国经验释放了一个积极信号，表明一

旦疫情受控、限令解除，人们就会重新将更多收入用于消费。 

3.中国的服务性消费支出逐渐反弹。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服

务性消费支出在疫情期间也骤然下降，跌额在中国整体消费下滑中占 70%，

与法国、德国和英国相仿；在美国，该比例高达 90%。这主要是因为娱乐、

休闲、交通、通讯、餐厅和时尚等方面支出的削减，全世界大抵如此。2020

年第三季度，当疫情得到控制、人员流动增加后，中国消费者的服务性支

出便开始回升。例如，2020 年夏天，共有 320 万人次于 7 月 24 日的周末

去影院观影，上海电影节在一小时内就售出了 13 万张电影票。根据麦肯锡

的消费者调查报告，截至 2020 年 8 月，中国消费者参与户外和娱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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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愿已基本恢复：在受访的中国消费者中，逾六成人对拥挤的户外活动

没有顾虑，约一半人对大型活动或户外家庭娱乐并不担忧。 

4.奢侈品和服务需求在中国率先复苏。与美国一样，中国的消费者调

研数据表明，从收入和财富的角度来看，低收入消费者受新冠疫情的影响

更为直接。因为与高收入工作相比，他们的工作性质（例如建筑、服务、

农业等）不太容易适应远程办公模式。当中国解除疫情封锁措施后，奢侈

品销量在第一时间反弹，这表明富裕阶层一旦恢复信心，就会果断进行消

费。 

5. 在一些领域，中国消费者对数字化产品和服务的强劲需求或将延续。

许多在中国运营的公司在互联网和数字化方面的起点都很高，因此当消费

者希望降低面对面交流带来的健康风险时，这些企业能够迅速适应环境并

拓展业务。例如，食杂电商、线上问诊、线上影视和体育赛事都取得了迅

猛增长。政府也一直着力推动数字化发展，疫情期间亦是如此，尤其是在

远程医疗等领域。麦肯锡的消费者调查显示，中国消费者对食杂电商、电

子竞技等数字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依然很大。 

虽然中国消费支出的强劲反弹和许多疫前行为的重新恢复让欧美国家

看到了积极信号，但也不应忽视中国与欧美之间的差异。 

首先，中国遭受的疫情冲击远小于美国和西欧。根据公布的数据，自

疫情暴发以来，中国每百万居民中约有 3 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而在美国

则高达 6.2 万例。疫情在中国持续的时间也相对较短：自报告第一例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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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337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