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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经济、关于下沉市场、关于扩大内需，有必要分享一些初步

的前瞻与思考。 

如果说，每个行为主体的改变往往源自更多选择，但愿这些思考能够

对我们理解更多选择背后的政策、技术、市场等现实来源有所帮助，从而

以更大的格局和更宽的视野，拥抱未来商业和未来生活。 

挖掘中国经济新潜能 

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经济在挖掘内需市场层面，具备哪些新动力和新

潜能？ 

疫情以来，中国经济遇到非常大的挑战。但是也要看到，消费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在上升，2020 年消费占比实际上达到了 54.3%，可以说是非常

高的比例。再往前看，2011 年到 2019 年的消费占比年均是 53.4%，去年

比过去 9 年都有所增长，可视为中国经济在疫情之下逆势生长的直观证据。 

未来 5 年甚至更长时间，中国经济尤其在消费动力方面，主要会有四

大新的潜能来源： 

一是城乡协调发展。 

当中国的城市化率到达当前 60%多的时候，事实上进入了一个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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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乡村振兴共同发力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城镇化发展依然是经济增长

的一个重要源泉。 

同时从政策上看，现在把乡村振兴提到了一个非常高的站位上，这是

势之必然。但要注意，乡村振兴绝不是一项与城镇化相斥的孤立政策。 

试想，农村人口固有的数量如果不继续下降，乡村振兴会不会难上加

难？最近参与政策讨论时常讲到这点，我说千万不要把城乡两个战略割裂

和对立起来，要更加协同、更加一体化来理解，坚持人口市民化的取向，

加大城镇化政策配合力度，促进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以新型城镇化来驱

动乡村振兴。 

这一点是需要强调的。也只有继续毫不动摇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尽可

能让更多的农村人口实现从进入城市到融入城市，才能腾挪出更多的空间

来给乡村振兴做更好的铺垫。 

二是供给能力提升。 

中央强调要同时做好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从经济学的逻辑来说，

就是让“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形成一个循环。 

从调研到的一些情况来看，近年来，不少工厂在数字化转型、流程再

造、供应链管理提升等方面齐头并进，以平台经济、共享经济、C2M 模式

等为代表的新业态新模式提供了更多的价值渠道，打开了更大的市场空间，

给予了更强的商业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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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为我们供给能力的提升创造了持续的条件。过去，中国制造一

度被视为低质低价的代名词，而今天，高质低价正在成为可能。 

三是消费结构优化。 

扩内需促消费，是当前经济政策的一大要务。人们从改革开放之初的

求温饱，到现在越来越看品质，注重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不过，除了总体

走向上的共性，也有具体层面上的差别。 

一方面，消费结构多元化、消费市场多样化、消费特征个性化等趋势

并存；另一方面，消费的分化和差异化在现实中是广泛存在的，主要体现

在不同的区域之间、群体之间和城乡之间。 

事实上，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也是一个需要改革驱动和持续演进的

过程。 

四是新技术新经济。 

运用新技术等新手段，催生真正具有新价值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

式，这是创造“新经济”的基本逻辑。 

国家日益重视科技创新，除了卡脖子的关键领域和硬核科技外，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都是重要的赋能技术，其中智能制造是

新技术的工业级应用领域。 

由新技术新产品及线上线下融合创新衍生出的各种新业态、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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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无论是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机器人、自动驾

驶，还是基于互联网数字平台的在线办公、智慧医疗，疫情之下都是新技

术新经济更能大显身手的契机。 

在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以上几方面的潜能，无论是新型城镇化还

是供给力提升，无论是消费结构优化还是新技术新业态，这些动力多方叠

加之后，给中国经济未来发展释放出了巨大的空间。 

看清下沉市场新趋势 

何为下沉市场？这是未来需要激活的巨大市场，包括三线以下的 200

个地级市、3000 个县城、4 万个乡镇（下称“234”）的潜在空间。 

下沉市场的新趋势，可以概括为五个“新”，包括新热土、新用户、

新政策、新支柱、新乡村。 

新热土。 

先从整个未来下沉市场的容量来看，无论是刚才讲到的“234”，还

是涉及到 9 亿多人口，在数量上几乎相当于 3 个美国。这样一个巨大市场，

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 

除了纵向的下沉市场，其实还有一个相关的层面，就是各个城市里的

社区。如果从一个更大的视野以及商业逻辑上看，社区与下沉市场有很多

的结合点。未来社区里的商业机会也很多，将会与下沉市场形成新的市场

合力。同时在下沉市场里边，三线以下城市社区与乡镇都是新的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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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用户。 

前面说下沉市场有 9 亿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 6 成多，手机用户规模

占全国一半以上，每 100 个人拥有超过 90 部手机。另外，互联网平台会

有很多用户增长数据。以 C2M 模式的某平台代表为例，该平台有 120 多

万的商户，50 万的厂商，30 万的外贸工厂。 

无论是下沉市场的人口数量、互联网基础还是用户增长情况，都从不

同侧面反映了新用户的未来潜在价值。 

新政策。 

从精准扶贫到扩大内需，再到现在全面的乡村振兴，加上我们的新型

城镇化，对于下沉市场的开拓和生长而言，这些都能够提供政策保障和政

策推力。 

在政策组合拳的有力推动下，未来下沉市场有望有效激活起来，从一

个潜在的市场变成真正有活力的市场。 

新支柱。 

无论是新技术、新业态，还是 C2M 这样的新模式，对下沉市场来说，

都是在为它提供市场化的新支柱。 

C2M 一方面连接工厂，另一方面连接用户，在一个面向下沉市场的双

边市场里面，这种模式及其商业体系能够基于大数据实现更精准的供需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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