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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期重振居民消费市场的困难及对策研究 

——以武汉市为例 

吕衍超
1
 

(中共武汉市委党校,湖北 武汉 430000) 

【摘 要】：居民消费市场的回暖能显著促进地方乃至全国经济的恢复。我国拥有庞大的消费市场,这给经济复

苏提供了巨大的动能。后疫情时期,重振居民消费市场成为经济复苏的主要着力点。然而,后疫情时期居民消费市场

依然面临消费价格上涨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下降,居民收入较疫情前普遍减少,市场不确定性影响消费预期,聚集性

消费行业疫情防控难度较大等困难。以武汉市为例,为恢复地区消费市场,需因地制宜,大力推广消费市场的数字化

建设,打造国际化消费中心城市,深入开展放心消费建设,推动旅游文化消费融合发展,适时培育和发展夜间经济,探

索消费券模式,畅通消费维权渠道,打造诚信公平的消费环境,刺激地方消费的复苏,进而带动整个经济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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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对经济的拉动是显著的,供给端的复工复产必须与需求端的消费活力有效匹配,才能保障经济平稳健康运行。后疫情时

期,重振消费市场成为经济复苏的重要课题。 

2020年 3月 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出“要把复工复产与扩大内需结合起来,把被抑制、被冻结的消费释放出来,

把在疫情防控中催生的新型消费、升级消费培育壮大起来,使实物消费和服务消费得到回补。”3月 13日,国家发改委等 23个部

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明确了提振消费的宏观政策,为地方政府指明了政策

方向。后疫情时期,提振地方消费市场,大力促进消费回补、释放消费潜力,成为地区经济复苏的重点。随着复工复产进度加快,

供给端满足本地市场的能力逐步恢复,快递物流行业基本恢复正常运转。后疫情时期,在常态化防控的前提下需有序放开消费市

场,促进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使之与供给端逐渐恢复的产能相适应。以武汉市为例,虽然武汉市经受住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

消费市场潜力依然巨大。然而,后疫情时期提振武汉市消费市场任重而道远。 

1 重振武汉市消费市场面临的困难 

76天的“封城”给武汉市消费市场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封城”期间,除居民基本生活物资保障外,全市消费市场几乎停滞,

消费活力被显著抑制。后疫情时期,鉴于疫情防控压力仍然存在,市场抑制因素尚未完全消退,重振武汉市消费市场面临以下四个

方面的困难:一是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下降;二是居民收入较疫情前普遍减少;三是市场不确定性影响消费预期;

四是聚集性消费行业疫情防控难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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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下降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 CPI比去年同期上涨 4.9%,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3.1个百分点,比去年四季度扩大 0.7

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8580 亿元,同比名义下降 19.0%。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 72254 亿元,下降 17.7%。

前两个月 CPI上涨较多,1月份环比上涨1.4%,同比上涨 5.4%,2月份环比涨幅回落至 0.8%,同比回落至5.2%。其中,城市上涨 4.8%,

农村上涨 6.3%;食品价格上涨 21.9%,非食品价格上涨 0.9%。 

武汉市作为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城市,一季度消费市场受到严重影响。根据武汉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武汉市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 994.74 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45.7%。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下降 45.4%,其中 3 月份下降 61.2%,降幅比 2 月份收窄

16.0 个百分点。分行业看,一季度限上批发业销售额、零售业销售额、住宿业营业额、餐饮业营业额分别下降 37.8%、44.9%、

39.8%、56.5%。从商品类别看,一季度 16个商品大类零售额同比均有所下降,降幅最大的是家具类下降 77.5%,最小的是中西药品

类下降 10.3%。从数据可以看出,居民消费价格普遍上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普遍下降,居民消费市场受到不小冲击。 

1.2居民收入较疫情前普遍减少 

“封城”期间武汉市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停产停业。而中小企业涵盖全市大约 80%的劳动就业。这意味着全市 80%的劳动就业

者在 2-3月份的收入受到极大影响。多数中小企业在停产停工的境况下无法正常支付员工的工资,很多企业采取停薪留职、甚至

是裁员的方式渡过危机,导致武汉市中小企业的劳动者在 2-3月份处于无收入的状态。据调查,即使处于快速增长期的中小企业,

受疫情影响 2-3月份员工的收入也会下降近 50%,收入降幅明显。在房贷、车贷、信用卡还款等刚性压力下,个人可支配收入进一

步压缩。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大幅度减少,直接导致消费力的降低,将对居民消费提振和回补产生巨大的障碍。 

1.3市场不确定性影响消费预期 

出于市场的不确定性,城乡居民家庭会普遍调整消费预期。部分抽样调查显示,武汉市普通居民在疫情过后大多不会进行补

偿消费,会选择减少不必要开支增加储蓄。后疫情阶段武汉市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极大地影响了武汉市居民的消费预期,居民的

消费意愿减少、储蓄倾向增多。在消费品价格普遍上涨的情况下,居民消费预期普遍疲软。 

据初步调查,武汉市居民家庭消费支出普遍减少 58.33%。从湖北省范围来看,半数城市和郊区、60%的县城乡镇和 70%的农村

家庭消费支出在 1万元之内。在家庭消费支出排序中,1至 3月,食品、健康和教育成为城市居民家庭支出最多的三项,但 2019年

同期,人情消费、旅游和服饰是湖北省城市居民家庭消费的重点。武汉市乃至全省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将导致消费预期的改变,

将可支配收入更多用于储蓄和必需品的购买,抑制非必需品的消费需求。 

1.4聚集性消费行业疫情防控难度较大 

后疫情时期城市居民会有意减少人数较多的封闭式聚集消费,提高线上消费频率,增加健康领域支出,如健康保险、日常体

检、健身等。在逐步解封的前提下,普通居民将会优先考虑交通、旅游、餐饮、娱乐、健康、人情、教育等消费领域。上述消费

领域多为聚集性消费,对防控治理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消费行业是餐饮业、旅游业和影视行业,1至 3月损失巨

大,行业几近停滞,亟待政府出台扶持政策并全面恢复市场。这些需要通过群聚效应产生收益的行业,给后疫情时期武汉市的信息

追踪和防控带来了压力,防控难度较大。 

2 后疫情时期重振居民消费市场的对策建议 

以武汉市为例,随着武汉市复工复产复商复市步伐的加快,供给端的发力亟待需求端的匹配。要全力提振武汉市消费市场,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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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消费回补、释放城市消费潜力,在需求端为武汉市居民努力营造“能消费”“愿消费”“敢消费”的市场氛围,提升消费者信

心,在后疫情阶段保障武汉市消费市场逐步回暖。地方政府各部门需通力合作,出台相关政策,形成政策合力,切实保障消费市场

逐步恢复:一是大力推广消费市场的数字化建设;二是打造国际化消费中心城市;三是深入开展放心消费建设;四是推动旅游文化

消费融合发展;五是适时培育和发展夜间经济;六是探索消费券模式;七是畅通消费维权渠道,打造诚信公平的消费环境。 

2.1大力推广消费市场的数字化建设 

一是推进数字化信息化服务与传统消费市场深度融合。在后疫情阶段大力发展“网上菜场”“网上餐厅”“网上超市”等

数字消费新模式新业态,以消费市场为导向在武汉市培育一批示范企业和项目。鼓励实体商业通过数字化平台和 AR、VR 技术开

启“云逛街”等新模式,繁荣居家“宅消费”;加快推广湖北省农产品线上销售和服务新模式,创新社区集采集送等无接触式消

费模式,逐步探索发展无人超市、无人商店、无人餐厅等新零售业态。 

二是大力发展“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以后疫情时期防控管理为契机,创新武汉市医疗服务体系,拓宽“健康码”应用范

围,加强对不同人群的分级分类精准调配市场资源,全面推行预约挂号、在线取号、错峰诊疗、移动支付、检验检查结果互认、

药品配送等消费服务。 

三是大力拓展以数字化建设为基础的智慧养老服务。老年人群体作为弱势群体,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暴露出了脆弱性和特殊性,

也为未来提供了巨大的养老消费市场。要抓住机遇,构建“互联网+家庭式”新型模式,鼓励发展家政、养老、社区照料服务融入

数字化建设,拓展消费平台。 

四是加快建设智慧体育服务平台。要抓住健康消费契机,深入对接后疫情时期的体育消费需求,探索制定体育消费补贴政策,

面向广大消费者做好体育运动宣传,创建特色体育消费平台,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依托平台积极带动体育消费。 

2.2打造国际化消费中心城市 

武汉市要以武商广场、江汉路、汉正街、光谷、中南路、街道口、楚河汉街、徐东、钟家村、王家湾等十大重点商圈为消

费支点,深入挖掘城市消费潜力,释放消费活力,扩大商圈辐射效应,集聚优质消费资源、大力建设新型消费商圈,推动消费融合创

新,着力打造消费时尚的新风向标,努力建成综合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并作为中部地区龙头城市积极争取纳入国家级试点。 

2.3深入开展放心消费建设 

武汉市在后疫情时期需扩大重点商圈放心消费企业的覆盖面,努力营造放心消费、健康消费、透明消费的市场氛围;要以数

字化建设为契机加强武汉市消费信用体系建设,以大数据为依托完善基于消费者交易评价和社会公众评价的企业信用评价机制;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要完善消费市场监管体系,深化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加快商务执法整合。加大对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行

为的打击力度,培育健康消费市场,营造居民放心、安心、舒心的消费氛围。 

2.4推动旅游文化消费融合发展 

要重视文化产业发展,以疫情应对为契机开拓文化消费大力发展数字出版、数字阅读、动漫游戏、短视频、电子竞技、智慧

网络、数字娱乐、在线教育等新型文化业态,加快电影市场复苏,创立推动线上电影产业和家庭影院模式,更好满足居民文化消费

需求。 

着眼长远,在保障地区消费安全的前提下,布局谋划未来小长假、黄金周假期商务旅游文化消费,深入挖掘和推广武汉市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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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文化带旅游资源,推出一批精品旅游线路,支持武汉市相关重点旅游景区减免门票。同时与商贸企业、农家乐等企业施行

政企合作,开展拉动旅游消费系列活动,拉动旅游消费。 

2.5培育和发展夜间经济 

夜间经济能够成为武汉市后疫情时期的消费增长点。夜间经济不仅能够拉长消费时限,而且具有针对性强、消费市场导向明

晰等特点。适时培育和发展夜间经济,细分消费群体,分散消费时段,减少白天聚集性消费风险,充分提供市场便利,加强有利于地

摊经济的设施建设,是值得地方政府尝试的举措。发展夜间经济,武汉市需以大型商圈和特色消费品牌为依托,打造一批特色鲜

明、业态多元、亮丽美观的地标性夜经济生活区。支持建设夜经济数字街区,点亮夜经济地图,创新城市新消费场景,营造全天候

消费氛围。围绕夜游、夜娱、夜食、夜购、夜宿、夜健等主题特色,组织开展夜经济宣传推广活动,拉动全市消费。 

2.6进一步探索消费券模式 

积极争取中央财政支持,进一步消费券模式,以武汉市实际情况为基础,出台适应本地区消费券模式,进一步扩大消费券发放

范围。通过运用线上大数据平台,以实际争取到的财政支持为支撑,分行业、分时段、分人群、分区域向公众发放本地消费券。

例如,为民众发放旅游券、餐饮券,要积极面向被疫情改变行为模式的消费者。面对收入突然下降而影响日常生活的消费群体发

放日常生活用品消费券等。消费券的发放模式要依照实际情况酌情调整,让武汉市的市场主体、中小企业和广大人民群众真正从

中受益。 

2.7畅通消费维权渠道,打造诚信公平的消费环境 

后疫情阶段要加强市场监督和行政执法力度,推进消费者维权信息化建设,形成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消费者维权服务体系。加

大重点服务领域质量检测力度,严格落实网络购买商品相关退换货制度,鼓励线下实体店自主承诺无理由退货,培育发展无理由

退货承诺单位。实行消费投诉信息公示,利用网络、报纸等媒体渠道公开投诉产品和服务信息,加大对侵害消费者权益违法行为

的曝光力度。切实保障武汉市消费市场健康,保障消费者的应有权力,维护武汉市消费市场的公正透明,真正依法确保消费者“敢

消费”“愿消费”,树立消费信心,提振武汉市消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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