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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能消费”到“敢消费”的双驱动时

代——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相关

政策解读 
联合资信 工商评级二部 | 李思雨 伦海玲 

 

零售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消费、稳定就业、推动经济

增长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和《提振消费专项

行动方案》提出多项政策指引，从需求端、供给端以及外部环境等多维度

刺激消费市场，进而支持零售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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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业关系国计民生，是现代商贸流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引导生产、

扩大消费、吸纳就业、保障民生的重要载体。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大力提

振消费”作为首要任务，并提出“创新和丰富消费场景，加快数字、绿色、智能等

新型消费发展”的目标。紧接着，2025 年 3 月 16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提振消

费专项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进一步细化了需求端、供给端以及外部环

境等方面的支持措施，为零售行业注入发展新动能。 

一、 需求端：刺激消费潜力，提高居民购买力 

（一）超长期特别国债加码，扩大以旧换新补贴范围 

2024 年国家发改委已发行 3000 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工作，其中 1500

亿元用以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推动了限额以上单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家具类

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12.3%、3.6%，带动大宗耐用消费品销售额超过 1.3 万亿元。 

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加码，提出“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并 “安排

超长期特别国债 3000 亿元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金额翻倍并加大补贴范围。

2025 年 1－2 月，我国消费市场呈现温和复苏态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4.0%，增速较上年全年提升 0.5 个百分点，其中，商品零售额增长 3.9%，加快 0.7 个

百分点，主要得益于首批 810 亿元补贴已于今年 1 月初下达地方，消费品以旧换新政

策加力扩围持续显效，带动家电、汽车等耐用消费品品类的较快增长。 

政府以旧换新补贴政策直接惠及个人消费者，降低其购置新品的成本压力，激发

终端消费需求，也有利于推动汽车、家电、家装等大宗耐用消费品市场的迭代更新，

带动相关零售企业的销售增长。 

（二）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减负，提高消费能力 

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

收减负，完善劳动者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同时《方案》在需求侧加大政策力度，着

力促进居民增收减负，比如，提出促进工资性收入合理增长，包括延续实施失业保险

稳岗返还政策，支持企业稳定就业岗位，支持劳动者提升技能水平；科学合理提高最

低工资标准，让最低工资标准按时调、稳步调等；并且在稳楼市、支持育儿补贴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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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发力，着力为居民减轻负担，让个人消费者敢于消费。 

上述政策聚焦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促进居民增收，并为中低收入群体提供保

障支持推动其减负，让个人消费者既“能消费”又“敢消费”，通过提高消费能力从

根本上释放内需潜力，为零售行业的持续发展提供源动力。 

二、 供给端：创新消费场景，提高优质供给 

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创新和丰富消费场景，加快数字、绿色、智能等

新型消费发展”。《方案》亦明确“消费品质提升行动，深入实施数字消费提升行动，

大力培育品质电商”。具体来看，互联网零售作为快速发展的新型零售业态，电商平

台不断深化应用数字技术，拓展新的消费场景，激发线上消费需求；据国家统计局数

据，2024 年全年网上零售额 15.52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7.2%，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

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26.8%，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7 个百

分点。同时，实体零售也利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打造云逛街、

云购物、云体验等数字消费新场景，以提升消费体验，2025 年 1－2 月，传统超市通

过数字化转型、优化商品服务等手段推动零售额增长 4.0%。此外，伴随消费者对品

质生活需求的提升，仓储会员店、品牌集合店等新业态零售模式快速发展。2025 年 1

－2 月，以品质服务为核心的仓储会员店零售额保持两位数增长，展现出“高品质+

优服务”模式的强劲吸引力。 

整体看，新兴消费场景的创新、消费服务供给的改善有助于激发居民在多领域的

潜在消费需求，同时亦为线上和线下零售企业的发展提供新思路，促进零售企业的业

态升级。 

三、 外部环境：优化消费环境 

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营造安全放心消费环境”。

同时，《方案》进一步细化消费环境改善提升行动、限制措施清理优化行动，包括严

格开展监管执法，依法严厉打击售卖假冒伪劣产品行为，加强缺陷产品召回监管；全

力提升消费维权效能，进一步完善质量标准、信用约束、综合治理、消费维权等制度，

从而提高市场透明度，促使零售企业规范经营；增强消费者信任度，助力消费市场恢

复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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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看，在以旧换新的加力扩围和零售业的创新提升等利好政策推动下，消费市

场活力得以明显回升，中国商业联合会数据显示，2025 年 3 月中国零售业景气指数

为 50.2%，同比和环比均上升 0.1 个百分点，保持在扩张区间。2025 年 3 月 17 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临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在多重因素影响下，消费者信

心和预期偏弱、部分消费需求未充分满足、消费环境有待优化等问题仍客观存在”，

因而消费市场的稳定恢复仍有赖于政策效果的显现。在此背景下，零售企业需紧跟政

策方向，积极创新经营模式，深挖消费潜力，以迎接新一轮增长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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