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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 2020 年 5 月 10 日，我们对超过 1 亿多名中国购物者的销售

点数据分析显示，四个关键趋势在疫情过后或将持续。 

中国新冠疫情防控成效显著，经济社会秩序正加快恢复，多个省份的

经济活动逐步回归正常。复工复产取得重要进展，消费者也再度开启消费。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疫情对人们的购物习惯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对在中国

乃至全球市场运营的品牌商都有着重大意义。 

麦肯锡与中国移动支付行业领导者米雅科技合作，在其全量 13+万注

册商户、5 亿多购物者及 50+亿笔消费数据上设立抽样追踪大数据分析引

擎，此次抽样定向追踪分析 3.1 万家商户，涵盖包括武汉和湖北在内的 150

多座城市的 1 亿多名购物者。为尽可能反映最真实的情况，我们将数据更

新到了 5 月 10 日。基于真实海量高频消费数据的分析，我们揭示出了以下

四大趋势性转变，尽管疫情高峰期的影响已消退，这些趋势仍在持续。 

趋势一，线下购物正在缓慢恢复，可自由支配支出、晚间购物和疫情

中心地区的支出恢复相对滞后 

在疫情高峰期，线下消费跌落至正常水平的 37%左右。三月的第一周，

多个地方政府放宽了限制，允许商户接待已禁足在家长达六周的消费者。

至 5 月 10 日，商业活动已达到疫情前 84%的水平，最近两周受五一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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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动，已恢复到疫情前 105%的水平（见图 1）。 

 

虽然线下消费正逐渐恢复，但差异明显，其中自由支配支出的类别持

续承受压力。疫情期间，由于消费者囤积必需品且选择在家下厨，超市、

便利店和药店的销售额大幅攀升。但高峰过后的表现不一（见图 2）。在人

们对药品的需求以及就近购物的意愿推动下，超市销量回落，便利店和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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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则继续保持增长势头。疫情期间，食品餐饮、时装店和百货商场等可自

由支配支出的类别受到沉重打击，且恢复较慢。 

 

纵观所有类别，疫情暴发期的显著趋势是，非自由支配类别的客单价

提升，反映出消费者避免外出购物的倾向，以及每次出门多买一些，减少

出去购物的意愿。疫情期间，便利店的客单价提高了 124%，疫情缓解后

增长仍保持在 22%。另一方面，百货商场和时装店等可自由支配支出类别

的客单价下降了（见图 3）。疫情期间，百货商场的客单价下滑了 54%，近

几周也只是略有回升，相比疫情前下降约 21%。同样，这也许反映出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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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在人流密集的地方逗留太久。 

 

疫情期间，除药店外，所有类别的绝对客流量都呈现大幅下降（超市

下降 31%，时装店下降 88%），即使高峰过后仍低于正常水平。目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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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95%的时装店已恢复营业，但可自由支配支出类别的客流仍然比疫情前

减少约 20%。在非自由支配支出类别中，下降比例约为 20-30%。 

疫情对人们购物习惯的影响还体现在外出时间上（见图 4）。在正常时

期，周末和晚上是中国消费者的购物高峰——周末客流量通常比工作日高

出 30%，晚间客流量则比白天高出 50%。而在疫情高峰期，客流曲线更加

平缓，周末客流仅比平日多 10%，晚间高峰也只比白天高峰多 15%。高峰

期后购物规律与疫情高峰期相似。日交易量约从谷底反弹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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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上海和深圳等一线城市是中国最繁华的地方，通常人流较为密

集，如今恢复比非一线城市要慢。一线城市大多数线下渠道的支出仍处低

位，大约比疫情前低 20%左右。疫情中心（湖北省）城市的恢复也比较滞

后。但各渠道存在差异（见图 5）。 

 

趋势二，渠道向线上、线下便利店和药店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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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趋势是线上渠道的增长在不断提速，原因包括疫情期间地方封

锁、商户关闭以及消费者仍然不愿与销售或服务人员接触（见图 6）。食品

杂货类在高峰期的线上采购量激增，消费者对线上投入的时间和支出更多。

在疫情高峰期，约有 74%的消费者在线上购买了更多食品杂货，而 21%的

消费者则增加了支出。中国消费者的网购频率一直领先于其他国家和地区，

包括韩国（频率高 51%）和印度（高 40%）。最近几周，中国线上活动有

所放缓，但访问量仍比疫情前高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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