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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十年，对于人群来说，是划分代际的一个标尺；对于企业来说，是验证长远战略眼光和生命力

的时间尺度；对于国家来说，则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对于一个购物节日意味着什么

呢？

天猫双11，起源于淘宝商城的一个小范围促销活动，经历了十年的发展，成为每年例行的全民

购物大狂欢，参与人数从十年前的百万人发展成现在上亿人，成交金额从5200万跃进到上千亿，

增长了3000多倍。而据公开资料显示，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2009年接近4万亿，2017年约29万

亿，增长了超过6倍，同期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了1.92倍。

数字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天猫双11成为中国人迅速全面拥抱互联网生活的一场洗礼。上到

七十多岁的老人下到十几岁的孩子，从沿海一线城市的高端白领到西部小乡村的农妇，都开始

懂得使用移动互联网工具来采购商品。我们也看到，天猫双11对于商业世界的推动意义。2009

年的天猫双11只有27个品牌参与，今年已经增加至18万个。每一个品牌、每一个商家都想出各

种营销新玩法，天猫双11几乎集结了最有实力的品牌和最有创意的营销，已经成为商业品牌的

奥林匹克。不仅如此，天猫双11也带动支付、物流、技术等基础设施领域的巨大变革，并催生

了新产品、新零售、新制造等更多业态的创新。

天猫双11的十年，正好也与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同步，见证并经历了中国经济的一个

完整周期。通过天猫双11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人们购买行为和购买偏好的变化，背后是人间烟

火的升级；看到商业模式的演进、品牌行业的兴衰，背后是宏观经济的冷暖。

天猫双11就像是一幕中国十年经济社会变迁的浓缩剧，而数据就是最好的见证。

更重要的是，我们分明看到这部剧的精彩还在继续。天猫双11对于整个消费经济有引领和预见

作用，未来的消费趋势和业态已经初见端倪，这些一日千里的消费升级，都表明我们正身处一

个全新的时代。我们叫它——新消费时代。

下面就让我们正式拉开帷幕，欣赏这个大数据镜头下的新消费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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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1.1 消费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过去十年，中国经济逐渐步入消费主导的新发展阶段。

一方面，我国居民消费总体规模稳步扩大，2017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36.6万亿元人民

币，相较2009年增长了1.92倍，消费品市场稳居世界前列（如图1-1）。

来源：国家统计局 制图：DT财经 CBN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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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2009-2017年全国（非累计）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非累计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来源：Wind 制图：DT财经 CBNData来源：国家统计局 制图：DT财经 CBN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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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2009-2017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

度变化

对外贸易依存度

另一方面，消费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明显增强。过去十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

定保持在45%以上（如图1-2），2018年上半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是上升至

78.5%。在这期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从2009年的43%下降至2017年的34%，回归至加入

WTO初期的水平(如图1-3）。以上数据表明，这十年驱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动能，真实地从外贸

转移到了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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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1.2 升级是新消费的内涵

随着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攀升，数字化推动消费领域变革，我们进入了新消费时代。

过去十年全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逐步降低（如图1-4），2017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上升至

29.3%，进入了联合国划定的20%-30%的富足区间，这同时也意味着大众消费在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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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2009-2017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

恩格尔系数

数据来源：Wind 制图：DT财经 CBN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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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居民消费内容结构的变化，新消费时代的升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从基础消费到品质消费：随着大众对生活品质提出更高要求，居民消费从满足于“量”的基础

性消费转向追求“质”的品质消费。居民更加注重膳食均衡健康，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3年

-2016年全国食品消费情况来看（如图1-5），禽类、蛋类、干鲜瓜果、水产品等是累计涨幅

最高的品类。酒类市场上，近年来红酒消费增速不断上升，而白酒和啤酒的增速放缓。另根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代表汽车消费品质升级的运动型多用途车（SUV）2018年上半年

全国售出496.47万辆，相较2009年同期上涨了18.72倍，远超出基本型乘用车上涨的75.5%。

• 从实物消费到服务消费：在物质需求被满足后，居民消费逐渐向服务延展。人们越来越愿意

为“省时、省事、省力”的服务买单，近年来，在“互联网+”的技术支持下，餐饮、家政、医疗、

交通、教育等服务行业形成了新的市场增长点。此外，在越来越注重精神消费的中国消费者

推动下，旅游、电影演出、医疗保健等行业蓬勃发展。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7年中国居民

图1-5 2013-2016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主要食
品消费量累积增幅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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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制图：DT财经 CBN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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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人均消费支出结构来看，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的同比增长率明显高于衣着和食品烟酒等

物质消费（如图1-6）。

• 从大众消费到个性消费：过去十年，新生代逐渐成长为最重要的消费群体，个性化、多元化

的消费也随之崛起。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1990年之后出生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

26.2%（如图1-7）。他们的成长环境相对富裕，受教育程度提升，高度互联网化，对新兴事

物接受能力强，面临更加丰富和多元的商品服务市场，消费需求也更加多样与前沿。

在新消费时代被改变的，不仅仅是消费本身，它作为交系在各个链条上的重要环节，也对上下

相连的其他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方面，新消费促就了新的生活方式。消费内容与结构的转变，都直接对应居民生活的相关方

面，品质消费、服务消费和个性消费的偏好，也即意味着我们生活品质与效率的大幅提升。另

一方面，新消费反推商品与服务的提供方做出改变，从B2C转向C2B的新生产模式，打破了投

资、生产、营销等环节的传统逻辑，形成新的产业生态。这些变化汇集成力，推动产业结构升

级，形成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基础。

0

5

10

15

20

60后 70后 80后 90后 00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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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2017年中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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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制图：DT财经 CBNData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制图：DT财经 CBN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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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1.3 线上消费是升级的重要推手

中国消费全面升级的十年，也正是互联网数字化与线上消费蓬勃发展的十年。

回到2009年，天猫双11才刚刚诞生，线上与线下零售市场竞争割裂。谁也不会想到，随着移动

互联网兴起，线上消费的方式与场景不断变革、延展，成为引领升级的主导力量之一。而大数

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将继续推动线上服务、线下体验和物流网络深度融合，为新消费的下

半场带来更多想象空间。

1.3.1 线上渠道对消费的贡献逐年提升

来自线上渠道的消费力量不断增强，如实地呈现在统计数据里。

从商务部发布的报告来看，中国电子商务交易总额一直处在高速增长中（如图1-8）。另据国家

统计局的数据，2015年-2017年来，全国网上零售额增速持续加快，而实物商品网上销售额占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也逐年提升（如图1-9），至2017年，这个比重已达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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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2015-2017年实物商品网上销

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

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亿元） 其他（亿元）

10.80%
12.60% 15.00%

注：根据国家统计局说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包括实物

商品网上零售额，不包括非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来源：国家统计局 制图：DT财经 CBN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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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2011-2017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

总额变化

中国电子商务交易总额（万亿元）

来源：商务部《中国电子商务报告》

制图：DT财经 CBN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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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171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