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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创新模式助推海外品牌走入中国。跨境电商平台正通过数字技术优化与全球海外

品牌的合作模式。一方面，在新零售的背景下，通过对线上线下融合的消费场景

的数字化赋能，跨境电商推动海外品牌沉淀消费数据，打造品牌和新零售渠道。

另一方面，海外仓孵化模式，引进了体量小、优质的海外中小品牌。此外，联合

多渠道和机构建立内容电商引流机制，扩宽内容触达渠道，建立零售趋势下的新

型营销模式。

中国国际进出口博览会旨在坚定支持贸

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是向世界展现

中国深入开放战略的重要窗口。2018
年第一届进博会顺利召开，溢出效应在

推动消费升级、贸易结构转型和科技创

新赋能支柱产业等方面已经初步显现。

2018年消费对中国GDP贡献率达

76.2%，连续五年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

第一拉动力。在持续开放战略和强大内

需驱动下，中国消费市场在全球消费市

场的份额和贡献率正在日渐提升，并正

成为全球消费市场重要的增长极。通过

研究我们观察到以下三大趋势：

 • 进口消费普惠趋势愈加明显。在过去一年中，消费升级的趋势不仅发生在1至2线城市，还逐

渐下沉到中国的3至5线城市和县域地区（县域一般指县级市和县）。低线城市正成为中国进

口消费的增量市场。推动进口消费普惠的有以下三个因素：积极的国家政策推动3至5线城市

和县域地区收入的逐年增加；互联网的普及使低线城市消费者消费观念逐渐成熟，并与1至2
线城市趋同；零售数字化下的跨境电商将进口消费品逐渐覆盖到3至5线城市和县域地区。通

过跨境电商这一进口消费新模式，低线城市消费者对进口商品的需求正在持续释放。 

 • 消费升级是中国消费市场主旋律。在扩大开放战略下，中国

消费市场不断开放，以个性化、多元化、品质化为代表的消

费升级趋势在中国消费者中持续发酵，其中进口消费正成为

消费升级的重要表现。据商务部调查显示，未来半年消费者

希望增加进口意愿明显强于减少进口意愿。时至今日，安

全、品质、设计是消费者提及最多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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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发现

 • 中国成为全球消费市场增长极

消费连续五年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持续开放的政策推动中国消费成为全球消费市场的一个重要的增

长极。据世界银行统计，过去十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在全球占比持续扩大。截止2017年底增至10.9%，成为

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消费支出国。进入2019年，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新进口模式使中国与全球各国的链接

愈加紧密。

 • 开放政策、数字化应用及普惠发展成为中国进口消费市场的新动能

在开放的政策下，中国积极调整关税，持续降低外国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的门槛。数字化正在围绕人、货、场、链全

方位地对零售领域进行重构。随着3至5线城市和县域地区消费观不断成熟，收入的逐年增加以及便捷和高效的电商

渠道全面覆盖3至5线城市和县域地区消费者的生活方式和购物历程，以上地区消费者对有一定附加值的品牌和品质

化的进口消费需求持续释放。

 • 县域地区跨境电商渗透率持续增长

中国进口消费市场走向普惠，县域消费市场动能迸发，成为可开拓的新增量市场。据天猫国际数据显示，县域地区

跨境电商的渗透率从2014年的1%，增长到 2018年的7%。从用户占比来看，3至5线城市和县域地区消费者已占全

国用户数的45%，其中，县域经济地区跨境电商用户占比达23%，超过全国用户的五分之一。

 • 进口消费品类日趋多样化，美妆品类市场独占鳌头

跨境电商在消费升级的推动下快速成长，消费品从母婴行业向多行业拓展。跨境电商消费主要有四个显著的特征：

一是美颜个护增长迅猛，2018年在跨境电商消费额中占比达到了32%；二是在宠物花费与数码家电逐步增高；三

是海外潮牌服饰消费增多；四是县域消费趋向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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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老年市场（60岁以上）潜力无限

中国是全球老龄产业市场潜力最大的国家，“银发群体”正在成为跨境电商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引擎。老年市场跨

境电商的消费结构主要集中于疾病管理、养生健康及日常生活等三个方面，其中保健品、日用品、食品等支出额较

大。保健品更是每年占据跨境电商老年群体消费额30%以上。

 • 直播电商引流作用明显

随着直播商业模式的逐渐成熟，行业发展进入新阶段，电商+直播的模式成为了行业的一个新风口。从天猫国际

2019年近3个月对比2018年同期的统计数据来看，直播为天猫国际引导浏览商品人数从2018年的855万增长到

2019年的3,503万，引导购买商品人数从2018年的44.5万增长到2019年的236万，支付金额更是从2018年的6,159
万增长到2019年4.7亿，呈现出爆发性增长。其中，美妆与保健品行业增长尤为显著。

 • 跨境电商平台与海外品牌的合作模式不断迭代优化

经过多年磨合，跨境电商平台与海外品牌的合作模式正在应用场景、品牌运营和售卖模式上迎来优化和更新: 首先，通

过对线上线下融合的消费场景的垂直和精细化运营，电商平台帮助海外品牌深入消费数据，构建业绩高速增长渠道和

品牌知名度及美誉度。其次，海外仓孵化模式则为体量较小、暂时不能开设品牌线上旗舰店的优质品牌成功地打开中

国市场，最后，联合多渠道和机构建立内容电商引流机制，扩宽内容触达渠道建立零售趋势下的新型营销模式。

 • 小众品牌迎来进入中国良机

海外品牌在进入中国市场时， 可以采用“短、平、快”的战略，充分运用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

建立的现代科技管理工具。作为小众品牌提升运营效率的重要手段，数字化和轻资产模式将小众品牌从繁琐的日常

事务中解脱出来，聚焦核心业务和市场搭建，促进业务的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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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中美零售月同比增速对比

1.1中国内需撬动全球经济发展 
1.1.1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消费市场的

增长极 
中国商品服务供给日益丰富，消费规模

正不断扩大。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达38万亿人民币（按2018年平均

第一章  
数字化赋能推动中国消费市场走向普惠

来源：Wind，德勤研究

汇率折合57,55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9.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9%，以

下除特殊说明外均为名义增长）。消费

连续五年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

力，2018年全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对

国民生产总值（GDP）的经济贡献率达

到76.2%。从区域划分上来看，国内3至
5线城市和县域地区为消费市场提供了

新的增长潜力。未来三年，中国在全球

新增消费市场的比重将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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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持续开放战略影响和强大内需的拉动

下，中国消费市场成为全球消费市场的

重要的增长极。据世界银行统计，过去

十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在全球占比持

续扩大。最新数据显示，自2009年到

2017年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在全球的

图1-2：消费继续领头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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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家统计局，德勤研究

注1：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 
注2：《2018跨境消费新常态年轻人群洞察报告》

占比从2007年的5.5%，到2017年增至

10.9%。其间超越日本、德国，成为仅次

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消费支出国 。1

图1-3：全球主要消费国最终消费支出占比（对比2009与2017年）

来源：世界银行，德勤研究

与此同时，开放战略下中国与全球市场

链接更加紧密。近年来，中国进口消费

市场在科技驱动下迎来了模式创新，以

跨境电商为代表的新型进口模式将中国

消费者与全球各地的商品紧密相连。预

计2020年，中国跨境消费用户将超过2
亿人 。2

1.1.2中国跨境电商市场稳健增长

近年来，随着中国进口消费市场的不断

开放，跨境电商是中国消费市场不可忽

视的新增量。一方面，中国拥有良好的

线上消费基础，经过十多年的市场教

育，在渗透率不及发达国家的基础上，

中国电商交易规模领先全球各国。此

外，在国内消费升级趋势下，消费者对

高品质、个性化、多元化商品的需求持

续上升，跨境电商的出现契合了消费者

追求美好生活的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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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全球各国电商交易规模和增速

来源：Emarketer，德勤研究

在利好政策的持续推进下，跨境电商零售

进口额持续增长。2019年7月国务院先后

宣布将在现有35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基

础上再增加一批试点城市，调整扩大跨境

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该举措吸引了国

际知名品牌在华首发新品，同时带动消费

增长，促进了消费品产业升级。据中国海

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数据统计，从2015

年到2018年间，中国跨境电商进口消费

复合增长率达76%。截止2019年上半年，

中国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货品货值达456.5
亿元，同比增长24.3%。

图1-5：2015-2019上半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口情况

来源：中国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德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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