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全市消费品市场实现开门红

2020年因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全市消费品市场受到巨大

冲击。2021年 1-2月我市消费品市场运行良好，实现开门

红。

一、消费品市场运行情况

（一）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基本情况

1-2月，全市限额以上单位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55.71

亿元，同比增长 74.7%。其中 2月份，限额以上单位实现社

会消费品零售额 27.02亿元，同比增长 1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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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2月份全市各县区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幅

（二）限上农村市场发展迅猛

1-2月，城镇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53.52亿元，同比

增长 72.2%；农村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2.19亿元，同比

增长 174.9%。

（三）重点行业消费强劲



市场占比最大的汽车类实现零售额 16.70亿元，同比增

长 129.9％，占限额以上零售额比重达到 31.6%，限上汽车

零售额拉动全市零售额增长29.6个百分点，拉动作用十分明

显。

作为刚性商品的粮油、食品类商品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继续发挥“压仓石”作用，1-2月共实现零售额 6.04亿元，同

比增长 40.0%，拉动全市零售额增长 5.4个百分点。

2020年疫情使全市各大商场经营受到严重影响，服装、

鞋帽、针纺织品类同比下降 50%。随着疫情防控形势逐渐好

转，今年 1-2月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实现零售额 5.40

亿元，同比增长 71.5%，占限额以上零售额比重达到10.2%，

拉动全市零售额增长 7.1个百分点。

（四）互联网销售快速发展

2020年因疫情禁足，推动了互联网销售的进一步发展。

今年 1-2月，全市通过公共网络实现商品零售额 12.54亿元，

占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的比重为 23.7%，同比增长

225.8%，拉动全市零售额增长 27.3个百分点。

二、行业销售情况

1-2月，全市限上贸易单位实现营销总额（批发、零售

业销售总额与住宿餐饮业营业总额之和）共计271.19亿元，

同比增长 61.4%。其中，2月份限上贸易单位实现营销总额

120.59亿元，同比增长 69.8%。

分行业看，1-2月，限上批发业实现销售额 216.25亿

元，同比增长 57.2%；限上零售业实现销售额 51.49亿元，



同比增长 80.9%。限上住宿业实现营业额 0.56亿元，同比

增长 52.0%；限上餐饮业实现营业额 2.88亿元，同比增长

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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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2月四大行业营销总额占比情况

三、消费品市场运行存在问题

（一）网络购物冲击实体销售市场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特别是移动支付的快速发展和物流

配送的高效快捷，已经使得传统的消费模式突破了时间和空

间上的限制。受疫情期间无接触网络购物的影响，我市居民

购买力外流呈加速趋势，传统实体店的销售模式受到了较大

冲击。今年 1-2月限上粮油食品类、饮料类和服装鞋帽类销

售较 2019年 1-2月分别下降 11.0%、9.6%和 9.0%，电

子商务对实体销售冲击明显。

（二）部分店铺尚未恢复至 2019年同期水平

疫情影响仍然存在，春节消费市场尚未恢复至正常年份

同期水平。据对 20余家大型商场、超市、住宿餐饮等企业的

走访调查，2021年春节期间与 2019年春节期间相比，经



营情况超过 2019年同期水平的仅有 3家，7家达到 2019

年的 50%以下，6家达到 50%-80%，还有 6家达到 80%

-100%。客流量超过 2019年同期水平的有 3家，余下的

19家客流量均在 2019年的 50%-100%之间。今年春节一

方面受到疫情影响，另一方面受网购冲击，实体店铺营业收

入较往年水平有所下降，客流量也远远没有达到正常年份同

期水平。

表 1 2019-2021年 1-2月消费品相关指标对比

2019年 1-2月

（亿元）

2020年 1-2月

（亿元）

2021年 1-2月

（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51.2 31.5 56

批发业销售额 140.0 111.5 216.2

零售业销售额 46.3 27.5 51.8

住宿业营业额 0.7 0.4 0.6

餐饮业营业额 4.0 2.3 2.9

由上表可见，与 2019年 1-2月比，2021年 1-2月社

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9.4%，批发业销售额增长 54.5%，零

售业销售额增长 11.7%，住宿业营业额下降 23.7%，餐饮

业营业额下降 27.8%。数据表明，部分店铺销售尚未恢复至

2019年同期水平，与疫情前水平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三）石油类商品销售回复缓慢

石油及制品类商品作为全市消费领域的第二大类商品，

占全市限额以上单位零售额的比重达 13.8%，今年 1-2月同

比增长 20.3%，但较 2019年 1-2月下降 13.3%，还未能

恢复至疫情前消费水平。2020年以来，受国际原油价格影响，



成品油价格与上年相比下滑明显。疫情期间，居民出行减少、

工矿企业开工不足，需求明显下降，让石油销售行业经营更

是难上加难。

四、对策建议

（一）全力培育限上企业，强化市场主体支撑

2020年全市月度入库 122家贸易单位，为全市消费品

市场做出了较大的贡献。要继续加强与商务、文旅、市场监

管等部门的联系对接，继续对全市贸易单位开展摸排工作，

加大对优质限上企业的培育、清查、入库工作，筛选拟入库

企业名单,加强跟踪管理,帮助企业按要求完善有关入库的申

报资料,及时将符合限上标准的商贸企业申报入库,提高限上

单位增长的支撑力度。

（二）挖掘乡村市场需求，进一步释放农村消费力

“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要以工带农，以城带乡充分释放农村消费潜力。

应在增加农民收入，提高进入农村的商品品质，改善农村消

费环境，改变农民消费观念，完善农村流通体系，加强县域

乡镇商贸设施和到村物流站点建设上下功夫。抓住农用机械、

农村交通工具、改善居住环境的装修材料、绿色智能家电，

环保家具等消费增长点，出台针对性的补贴政策，促进农民

消费。商贸流通企业在积极向乡镇农村拓展、加大乡村市场

基础建设力度、逐步健全农村商业、餐饮业等现代服务体系

的同时，要进一步改善城镇消费环境，发展多样化经营模式，

积极创建本地知名消费市场，促进消费快速增长。



（三）不断优化行业结构，协同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网上零售作为一种迅速发展的零售业态，在疫情期间发

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促进了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同时

表明了线上线下协同发展才是消费品市场的大势所趋，补上

这个短板才能使消费品市场发展更加稳健。线上线下融合发

展成为众多企业求生存谋发展的重要手段。相关部门要鼓励

企业加大创新力度，提供一定数量的创新补贴。积极指导实

体零售、餐饮等企业增强线上营销策略，提升网络营销能力，

从单一的线下销售转向线上线下融合发展。要充分利用赣榆

海产品、东海水晶、灌云农产品等特色优势，积极扶持本地

区电子商务龙头企业做大做强。鼓励电商龙头企业推出远程

办公的数字化工具，帮助大量线下企业加快发展；大型商超

连锁要加强与线上平台的合作，打通线上线下全渠道营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