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西 咸 研 究
（第 19 期•总第 267 期）

西咸新区研究院 2022 年 5 月 17 日

关于进一步促进新区消费市场发展的思考
西咸研究院课题组

今年以来，受国内疫情反复、国际局势突变等因素影响，多

地采取严格的管控措施，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4 月

29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全力扩大国内需求，发挥消费

对经济循环的牵引带动作用”。为进一步增强消费对新区经济的

促进作用，推动经济持续向好。近期，研究院课题组对相关情况

开展调研形成报告，供参考。

一、新区消费市场情况

近年来，新区采取扩大内需，开拓消费市场，优化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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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消费潜力、发展新型消费等一系列有效措施应对社会经济发

展的新常态，促进全区消费增长。消费总量扩张，增速放缓，新

区消费市场体量不断扩大，社消总额从 2018 年的 274.39 亿元，

增长到 2021 年（直管区）的 472.21 亿元，增长了 72%；社消增

速 2018 年（10.0%）、2019 年（8.3%）、2020 年（-2.7%）在疫情

的影响下出现负增长、2021 年（6.1%），新区在相对放缓的增速

下消费市场规模仍不断扩张，从数量消费逐渐向质量消费转变。

“吃穿用”类基本消费较快增长，粮油食品类、服装鞋帽类及日

用品等“吃穿用”类在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中比重变大，从

2018年 9.89%上升到 2021年的 22.13%；特色大宗产品平稳增长，

汽车、家具、建筑及装潢类限上消费保持稳定，其中，新能源车

销售实现跨越式增长，从 2019 年的 4.19 亿元上升到 2021 年的

17.12 亿元；建筑及装潢类，受限上企业划转共管区影响，从 2020

年的 10.55 亿元的高点，回落到 2021 年的 0.13 亿元；线上消费

高速增长，从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看，近三年，通过公共网络

实现的商品零售额从2019年的4.94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43.08

亿元，以近 190%的速度增长，呈现高速增长态势。

今年一季度，新区（直管区）消费市场运行低迷，实现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95.32亿元、下降13.2%，其中，限额以上消费品

零售额实现52.38亿元、下降16.5%，本轮聚集性疫情点多、面广、

频发，导致居民收入预期和消费意愿双双减弱，流动性和聚集性

消费受限，住宿、餐饮等消费下降明显，本轮疫情对新区尚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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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恢复的消费市场，构成了比较严重的冲击，消费持续增长压力

较大。

二、新区消费市场存在的问题

（一）行业结构不平衡。2018年-2021年，新区消费品类中

以汽车销售为主，限上零售额中，汽车类销售额平均约占65%，

基本生活类（吃穿用）平均约占15%，家具、建筑装修类消费平

均约占10%;化妆品类、金银珠宝类、家用电器类等三类升级消费

占限上零售额比重为0.6%,形成“汽车消费独大、基础生活消费

为辅、升级消费弱小”的现象。

（二）区域内发展不平衡。各新城发展不平衡，区内限上零

售企业主要集中在沣东，受相关企业划转直管区影响，2021年，

限额以上零售销售总额占新区的比重，沣东新城约为83%,沣西新

城约为0.6%，占比差异较大。

（三）入库商贸企业后劲不足。近两年，限上消费额约占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47%左右，2021年限上批零住宿企业为246

家（8月划转咸阳87家），扣除划转客观因素，新区近三年净增

133家，主要以批发行业、汽车零售为主，且企业市场主体类别

比较单一，体量不大，增长后劲不足。

（四）商业综合体特色不明显。如以“品牌+折扣”形式经

营的机场奥莱和泾河的莱万国荟，品牌重复，高端消费品牌不多，

消费者画像相似，存在同质化竞争，难以差异化吸引大量消费。

（五）升级品类消费存在外流现象。2018年-2021年，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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妆品、金银珠宝、家电为代表的消费升级品类占限上消费品比重

西安从9.7%增长到12.5%，增长了2.8个百分点，新区从0.4%提高

到0.7%，只增长0.3个百分点，表明新区地处咸阳与西安两市建

成区且距两市较近，升级消费品类存在外流现象。

三、促进新区消费市场发展的思考建议

4 月 25 日，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

费持续恢复的意见》提出五方面 20 项政策举措，支持消费市场

快速恢复，全国各地密集出台刺激消费发展的政策措施，广东出

台《广东省进一步促进消费若干措施》，重庆出台《促进消费恢

复发展若干政策措施》、湖南将以“1+4+8+N”的形式在全省范

围内展开 2000 场各类促消费活动，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

消费持续恢复。我省年初出台了《关于应对疫情影响做好近期促

进消费工作的实施意见》，举办“秦乐购 2022 消费促进年”活

动，加快消费恢复回补。

结合新区实际，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运

用多种手段，调控消费市场，促进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近期而言，加快后疫情周期中的消费市场复苏工作，可瞄准

重点消费板块、重点消费客群、重点消费领域，实施精准化的消

费促进政策供给，举办夏季促消费专题活动。

（一）举办系列新区促消活动，精准发放“消费券”。聚焦

商业综合体、家居建材、汽车家电、文旅主题公园等重点领域，

多方协同举办新区系列消费节活动。采取精细化“消费券”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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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围绕原点家具、三桥商圈、汽车城、吾悦广场等商圈和综

合体，分批次精准投放购物、餐饮消费券，设计“团购消费券”，

在消费市场实现“拼多多”效应；针对乐华城水上乐园、沣东欢

乐谷·玛雅海滩等景区，设计记名记时消费券，促进熟人组团与

错峰出行。

（二）促进汽车消费。针对汽车对新区消费市场拉动作用大

的特点，结合西安市新能源汽车补贴活动，制定专门措施促进新

能源汽车的消费，鼓励汽车经销商推出延长质保、置换补贴等系

列优惠，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引导车企、4S 店将汽车销售网点

向核心商圈布局，加大对购买新能源汽车的补贴等，支持企业扩

大销售规模。

（三）促进家具等绿色智能消费。激活家电、家具市场，实

施家电、家具“以旧换新”和购买智能家电、绿色家具的补贴计

划，合理设置废旧大宗商品回收处理中心，支持建立物资回收体

系，加快绿色消费。

（四）拓展产品“走出去”“引进来”渠道。拓展新区特色

商品在西安、咸阳等区域商圈、便利店渠道，打响“泾河茯茶”、

空港“浓香源”等新区特色商品品牌；加大“区域外”品牌产品、

特色产品等引进力度，设立销售专区，营造消费氛围。

（五）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根据《关于做好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金融服务的通知》要求，坚持“房住不炒”的

定位，优化市场环境，提振市场信心，优化房地产用地供应，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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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购房需求，可根据购买新建商品住房按照房屋建筑面积分档发

放消费券礼包等措施，实现“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目标。

中长期来看，加快制定新区消费提升的三年行动计划，从构

建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加快新型消费平台建

设等方面构建新消费生态体系，提升新区消费能级，助力西安打

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一）优化消费供给结构。以服务消费+中高端消费供给为

重点，首先，提升优质服务供给，提高生活性服务的专业化、精

细化程度，完善信息服务、居民服务、养老、医疗康养等优质服

务供给能力；其次，推动新区商贸企业加大国内、国际布局，畅

通国内国际两个循环，培育引入“首发经济”，加快引进“品牌

旗舰店”“体验店”、完善跨境电商货物集散展示交易等,加快国

际国内品牌聚集；最后，以提品质、创品牌为抓手，打造茯茶、

家具等国际国内知名品牌，如建立“国际茯茶标准”，提升工艺

水平，创造高端品牌。

（二）打造多层次消费商圈。建立区域消费新地标，打造具

有时尚、智慧、高端消费面向大西安的三桥商圈和机场免税店等

面向高层次人群的机场高端商圈；打造新型区域消费载体，完善

万象城、吾悦广场等商业综合体消费业态，引导商业综合体特色

化发展，融入电竞、医疗、体育赛事等业态，满足新区居民消费、

休闲娱乐等；完善茯茶小镇、诗经里、秦潮里等特色商业街区功

能，培育特色慢生活的高品质步行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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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促进农村社区商业发展。优化农村商业网店布局，建

立高效的城乡配送体系，促进消费品下乡和农村商品进城，鼓励

乡镇商贸业发展，鼓励商贸企业、市场主体向乡镇拓展。加强对

新旧社区商业设施分类指导，提升社区商业综合服务能力，支持

品牌连锁企业在社区开设便利店，支持餐饮、家政、洗涤等品牌

加快向社区布局，加快建设“5 分钟便利店+10 分钟农贸市场+15

分钟超市”的便民生活圈。

（四）创新数字场景，壮大新型消费模式。尽快出台新区促

进新型消费发展的意见，围绕“人、场、货”创新场景，培育新

模式。打造直播电商高地，加大头部主播和企业培育引进，加快

引进直播领域平台企业在新区设立总部、区域总部，培育农村电

商，加大农产品网上销售力度；出台新区新零售三年行动计划，

加快传统商贸企业的转型升级，鼓励农村电商、社区电商发展，

推广“云逛街”等新零售、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引进培育集旅

游、体育、医疗、养老及社区信息叠加的综合性服务平台，行业

垂直平台、本地生活城市连锁平台等，加快“网上超市”“网上

菜场”等数字生活新场景，推广无接触消费。

（五）“软硬件”双提升，营造一流消费环境。完善配送供

应链体系，规划建设集运输、仓储、分拨等功能为一体的公共配

送中心，完善冷链物流基础设施，满足小微企业和城市生鲜食品

分拨配送，完善农村物流快递网络；出台社区生活性服务业提升

行动计划，发布社区服务供需机会清单，加大对生活性服务业市



8

场主体的支持，解决“无场地”“租不起”“不规范”等问题；

打造放心消费高地，建立优质商家联盟，畅通消费维权渠道，完

善商业信用体系建设，健全消费者保护机制，加强消费市场监管。

制定新区支持“规上”企业发展行动计划，及时兑现新增入库的

服务业、商贸企业的奖励政策等，增强企业纳统的积极性。解决

纳统中涉及统计、税收等问题，帮助已达限额未进库的商贸企业

纳统；扩大商贸企业的扶持力度，做细小升规、个转企等摸排工

作，帮助未达限额的中小商贸企业达限纳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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