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采宜：哪些行业风口值
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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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居民收入增速放缓导致使居民风险偏好下降，储蓄上升，

消费下降。从趋势看，居民消费结构呈现两极分化，一边是高收入群体消

费升级，另一边是低收入群体由于就业、收入、债务等各方面因素导致消

费降级，但无论升级还是降级，服务性消费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从消费主体和消费热点来看，我国高端消费群体呈年轻化趋势，颜值

消费和健康消费是热门风口。颜值消费中，医美服务业是最大的亮点，2020

年市场规模 1549 亿元，4 年复合增速 18.9%；其次是线上化妆品零售高

速增长，其中男性美妆的销售额增长率已经超过女性。健康消费的增长潜

力主要在线下健身房。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和出生率的下降，我国家庭平均人口数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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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减少，目前我国独居人口高达 9200 万。空巢老人和独居人口的增加

催生“猫经济”等宠物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 

在户均人口减少和生活节奏加快的背景下，“懒人经济”是大众消费

的风口，正餐小食化，饮料无糖化，预制菜成为越来越多的家庭厨房的新

宠。 

一、居民消费增幅放缓，结构呈现两极分化，服务性消费异军突起 

2020 年我国居民结余储蓄 10979 元，2021 年增加至 11028 元，明

显高于过往趋势水平（图 1）。主要原因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居民收入增速

放缓导致国内居民的风险偏好下降，储蓄意愿增强。与此同时，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增速总体上呈放缓趋势[1]。 

 

疫情作为一个冲击性快变量，对整体消费行业的短期影响较大，消费

结构的转变是慢变量，对市场和行业的影响更为持久。2021 年，我国高收

入群体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低收入群体的 10.3 倍，居民消费结构也呈两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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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一边是高收入群体消费升级，另一边是低收入群体由于就业、收入、

债务等各方面因素导致消费降级，无论升级还是降级，服务性消费都在其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剔除 2020-2021 年的疫情影响，2019 年服务性消费比重较 2013 年

上涨 6.2 个百分点，增长弹性大于刚性消费品，反映出我国居民消费趋势

从“占有商品”到“享受服务”的转变。 

二．高端消费群体年轻化，颜值消费和健康消费成热门风口 

数据显示，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在全球占比约三分之一，远超 GDP 在全

球 17%的占比[2]。从年龄结构上看，高端消费群体呈现年轻化的趋势，“80

后”、“90 后”人口占比都只有 10%左右，而奢侈品消费却分别达 56%

和 23%，1995 年后出生的 Z 世代群体每月可支配收入高达 4193 元，比

全国人均水平（2682 元）高出六成以上，其消费支出占全国家庭总开支的

13%，是新生代消费的主力军。旅游、养宠、医美、健身等颜值消费和健

康消费成为年轻族群的消费热点。 

1．旅游消费高端化趋势显著 

从旅游行业来看，近年来国内旅游收入增长大幅高于旅游人次的增长

[3]，2021 年，国内旅游 32.46 亿人次，同比增长 12.7%，旅游总收入 2.92

万亿，同比增长 31%。中国饭店协会数据显示，2020 年仅高档酒店客房

数量较上年增加 2.3 万间，达 223 万间，而同期经济型酒店的客房数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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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207.2 万间。2021 年 10 月 1-3 日，飞猪平台高星级酒店订单量环比增

长超 380%，平均消费金额增长超三成。这些数据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旅游

消费高端化趋势。 

 

以冰雪旅游为例，2020 年，我国冰雪旅游收入 3900 亿元，占全国旅

游收入比重 17.5%，人均花费 1696 元，是全国人均旅游花费的 2.28 倍（图

5），其中北上广深的消费人群占比达36%，与新一线城市合计占比超七成。

从年龄结构看，90 后、00 后人群在冰雪消费中占 60%，其中 39%的冰雪

旅游是与志同道合的朋友结伴出行，体现了 Z 世代旅游的社交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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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老龄化和少子化催生“猫经济”及相关宠物消费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和出生率的下降，我国家庭人口数量在不断

减少，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为 2.62 人，比

2010 年的 3.1 人减少 0.48 人。2021 年，我国独居人口 9200 万，较 2018

年的 7700 万上升了 19.5%。空巢老人和独居人口的增加催生因情感寄托

而产生的养宠需求[4]，目前养宠人群大学本科以上占 62.6%，月收入过万

元的占 34.9%，90 后人群占比五成左右[5]，高学历、高收入、低龄化是

养宠人群的主要的特征，宠物及其相关行业的市场消费水平也因此水涨船

高。2020 年，我国城镇宠物行业规模 2988 亿元，5 年复合增速 32.7%。 

 

猫和狗是目前宠物中数量最高的两大类（2021 年城镇家庭养猫、养狗

的数量分别为 5806 万只和 5429 万只），最近两年，宠物猫的数量和消费

金额增长迅速，2020 年，宠物猫销售额增速 147%（同期宠物狗增速才

17%）。京东平台宠物猫相关的各类商品销售额增速也明显高于宠物狗（图

9-10）。从时间成本和居住空间来看，猫不需要外出遛养且需要的室内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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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更符合当下都市人的生活模式。 

 

从宠物消费结构看，近三年宠物食品所占份额由 61.4%下降至 51.5%，

宠物医疗所占份额由 19.0%上升至 29.2%（图 11）。目前宠物诊疗的渗透

率 75.8%，低于主粮（93.2%）、零食（81.8%）和药品（83.5%），宠物

猫狗的免疫率均不到 50%，宠物诊疗（包括免疫）支出作为养宠的刚性消

费，未来可能会继续提高。 

 

3．医美服务成为颜值消费的巨大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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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我国医美服务业市场规模1549亿元，四年复合增速18.9%，

鉴于费用、行业监管等各方面因素，其中非手术类医美增速更高。 

 

从消费群体的年龄结构来看，20-30 岁的人群消费占比高达 64%，20

岁以下的低龄群体占 21%[6]。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医美渗透率仍处于

较低水平，2020 年，我国每千人接受医疗美容治疗次数为 14.8 次，远低

于韩国的 89.3 次和美国的 52.3 次（图 16）。相对严格的监管标准是医美

市场扩张的主要壁垒[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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