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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扩大内需、优化结构、提振信心——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可选消费行

业相关内容解读 

——联合资信 工商评级一部|肖怀玉|宁立杰 

【摘要】2023 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围绕促进汽车、家居、品牌消费和餐饮业高质

量发展等，推动出台支持恢复和扩大消费的系列政策措施。随着扩内需和促消费政策

的落地见效，我国服务消费市场持续向好，线下消费潜力不断释放。为实现经济稳步

回升的目标，《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发掘消费潜力、调整消费结构、

优化消费环境、推动外贸发展等方面的工作任务，这也体现了消费在支撑国民经济回

升、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一、2023 年促消费政策发力，居民消费有所回暖 

《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在回顾 2023 年度工作中提及“围绕扩

大内需、优化结构、提振信心、防范化解风险，延续优化一批阶段性政策，及时推出

一批新政策，打出有力有效的政策组合拳”“出台支持汽车、家居、电子产品、旅游

等消费政策，大宗消费稳步回升，生活服务消费加快恢复。” 

2023 年，促消费政策不断，居民消费持续回暖。各地各部门围绕促进汽车、家

居、品牌消费和餐饮业高质量发展等，推动出台支持恢复和扩大消费的系列政策措施，

并举办一系列活动，居民线下活动恢复，居民消费对经济贡献有所提升。为促进消费

复苏，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措施的通知》，把恢

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从稳定大宗消费、扩大服务消费、促进农村消费、拓展

新型消费、完善消费设施、优化消费环境等方面提出针对性举措，进一步释放消费潜

力。2023 年 7 月 12 日，商务部等 13 部门发布《关于促进家居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

从提升供给质量、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优化消费环境等方面提出多项政策

举措，并推动业态模式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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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7.15 万亿元，较上年增长

7.2%；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9218 元，较上年名义增长 6.3%，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 6.1%；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6796 元，较上年名义增长 9.2%。2023 年，

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 111.4%，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八成，

达 82.5%，继续发挥着经济压舱石的作用。 

二、持续扩大内需，居民收入稳步增长 

《报告》明确了“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方向，设定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3%左右；居民收入

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的目标，倡导“各地区各部门要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

稳就业的政策，谨慎出台收缩性抑制性举措，清理和废止有悖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规

定。” 

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背景下，扩大内需对经济持续好转尤

为重要。5%的国内生产总值涨幅目标在低基数效应基本消失的情况下并非易事，预

期政策重点将在扩大国内需求上持续发力。居民消费价格和居民收入的增长预期有利

于提振市场信心，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留有一定空间。随着促消费政

策的陆续落地，国内消费需求将持续释放，消费品市场库存压力有所缓解后，供需有

望总体平衡，物价温和回升。国际方面，在全球宏观经济缓慢复苏、地缘政治形式复

杂和各国货币政策趋紧等背景下，2024 年大宗商品市场需要一定时间的调整，大宗

商品价格将随之波动。 

三、激发消费潜能，优化消费环境 

《报告》在 2024 年政府工作任务部分指出了“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推动经济实

现良性循环”，明确了“促进消费稳定增长”方向。 

具体来看，《报告》提出“增加收入、优化供给、减少限制性措施”等方面综合

施策，激发消费潜能。相关政策的出台有利于扩大消费空间。汽车、住房等领域曾在

特定背景下受限制性措施影响较大，其消费潜力在减少限制性措施背景下将进一步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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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此外，《报告》在房地产行业方面部署了“优化房地产政策，对不同所有制房地

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要一视同仁给予支持，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相关政

策的陆续推出，对于增强房地产企业信心、支持居民端合理购房以及稳定房地产市场

平稳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有望对家电、家居等领域的消费需求形成一定支撑。 

《报告》提倡“培育壮大新型消费”，具体为促进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

费等方面，培育智能家居、文娱旅游、体育赛事、国货“潮品”等新的消费增长点。

近年来，居民消费能力、主力消费群体等方面产生新变化，在业态、模式和消费内容

等方面加速革新的新型消费蓬勃发展。以化妆品行业为例，我国化妆品行业国产替代

化、高端化趋势明显，2023 年，敷尔佳、润本股份等个护美妆企业完成上市。 

随着我国汽车、家电等传统消费品市场步入增量和存量并存的时代，《报告》提

出了“鼓励和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提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等大宗消费”

等方向。在汽车、住房和其他消费品的二手交易平台兴起的背景下，对传统消费品的

“回收换新”新模式预示循环经济产业链的快速发展，这也将带动相关行业的产供销、

上下游协同发展。随着消费者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概念的关注度提升，汽

车、家电、消费电子等行业上下游产业链有望在 2024 年进入新阶段，形成更新换代

规模效应。 

《报告》明确了在 2024 年开展“消费促进年”活动，实施“放心消费行动”，结

合 2023 年消费补贴政策对居民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消费环境的持续优化或将进一

步拉动国内需求。 

四、跨境电商业态的发展、国际物流体系的建设或将进一步拉动消费品

外销 

《报告》提出“推动外贸质升量稳”，具体将从加强进出口信贷和出口信保支持，

优化跨境结算、汇率风险管理等服务，促进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健康发展，优化海外仓

布局，加快国际物流体系建设，打造智慧海关等方面加快外贸发展。 

2023 年，受国际局势不确定性增强、人民币汇率波动等因素影响，我国外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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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进出口总值为 41.76 万亿元，同比增长 0.2%。2024 年 1－2 月，我国货物贸易进

出口总值 6.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8.7%，实现良好开局。随着与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合作日益密切，国际物流体系、金融服务等配套完善，汽车、家电等出口产品或将

进一步巩固竞争优势，进一步拉动消费品外销。 

总体看，恢复和扩大内需是 2024 年经济持续向好的关键所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多次提及要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激发消费潜能，充分体现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重要

性，消费主引擎作用更加凸显。展望 2024 年，消费增长潜力有望得到更加充分的释

放，汽车、家电、家具等主力消费品有望进入新阶段，形成更新换代规模效应，新型

消费场景会不断扩宽，以满足消费升级的需要，可选消费行业外部环境会更加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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