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年购物季，通常

是各国岁末年初扩大消

费的大好时机，往往被认

为 是 经 济 走 势 的 晴 雨

表。在目前全球经济缓

慢复苏的大背景下，各国

经济境遇不同，有的已经

开始复苏，有的还在泥潭

里挣扎，消费者过节的心

情冷暖自知，在出手购物

的时候，也因此多了一份

考量

节日消费折射各国经济冷暖

新年是俄罗斯民众一年中最为重视
的节日，尽管 2013 年俄经济增长明显放
缓，但是寒冬中浓郁的新年氛围依然点
燃了民众的消费热情，为了过好新年“该
花还得花”。

全俄民意调查中心对俄 46 个地区
的 1600 名民众进行了节日消费调查，结
果显示今年将有 76%的民众选择在家过
年，迎接新年的个人平均花费达 8113 卢
布。根据德勤咨询公司最新发布的年
度消费支出评估报告，俄罗斯中产阶层
个人用于 2014 年新年的消费支出高达
19200 卢 布（约 443 欧 元）, 同 比 增 长
13%。

丰盛的新年大餐是俄罗斯民众新年
消费中一笔必不可少的开支。根据俄联
邦统计局数据，2014 年新年俄居民在新
年餐桌上的平均消费将超过 4000 卢布，
较去年同比增长 7.7%。旺盛的市场需求
也带动了食品价格的短期走高，其中作

为新年餐桌上的传统头盘“奥利弗”沙
拉，在超市的平均售价达 255 卢布，同比
上涨 7.6%。除此之外，土豆和鸡蛋的售
价也分别上涨 37%和 30%。而适合俄民
众口味的俄产白兰地平均售价达到 505
卢布/瓶，200 克红鱼子酱需花费 546 卢
布。尽管售价较以往偏高，但俄民众在
采购这些必备佳肴时仍毫不吝啬。

新年期间的走亲访友也带来了节日
的另一项重要支出——采购新年礼物。
全俄民意调查中心的数据显示，有 42%
的民众将各式纪念品作为新年赠礼的首
选，28%的民众选择赠送酒类，另有 25%
居民更喜欢挑选香水和化妆品送给朋
友。调查还显示，俄罗斯人最想收到的
新年礼物，17%的是比较“实际”的红包，
其次是纪念品、旅游礼券和珠宝，调查还
表明，电子产品是俄青年时下最为青睐
的新年礼物。

莫斯科也有不少市民将在新年期间

外 出 度 假 ，各 大 旅 行 社 迎 来 了 新 年 旺
季。对大约 70%的出游者而言热带沙滩
超过了滑雪胜地和欧洲游，成为最富吸
引力的目的地。旅游业者对此表示，价
格并不是新年期间出游者考虑的首要因
素，以 7 天的双人游报价为例，前往捷克
的报价为 4 万卢布、埃及为 4.5 万卢布，
而去泰国的报价则高达 10万卢布。

为了扩大消费市场，同时方便本地
居民欢度新年并吸引外来游客，莫斯科
市政府也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
2013 年 12 月 31 日晚上 10 点开始在市中
心的卢比扬卡广场举行盛大的新年音乐
会，市政府还划出大约 400 个烟花燃放
区以满足居民的庆祝需求。莫斯科市文
化局局长卡普科夫表示，新年期间该市
将举办大约 1500 场各类庆祝活动，莫斯
科市所有公园的滑冰场、剧场将照常营
业，从 2014 年 1 月 2 日至 8 日莫斯科市内
60余家博物馆将对市民免费开放。

俄罗斯人过新年不吝掏腰包
本报驻莫斯科记者 廖伟径

打折季时人头攒动的韩国购物商场。本报记者 杨 明摄打折季时人头攒动的韩国购物商场打折季时人头攒动的韩国购物商场。。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杨 明明摄摄

12 月 29 日，一名儿童在英国伦敦摄

政街一家商铺的促销广告牌前玩耍。

新华社发

12 月 29 日，一名儿童在英国伦敦摄

政街一家商铺的促销广告牌前玩耍。

新华社发

又到一年采购季。随着经济增长前
景的不断改善，瑞士零售商和消费者的
信心也在不断提升。近年来，瑞士国内
形势稳定，经济增长强劲。特别是 2013
年，根据瑞士联邦经济部的预测，在多重
利好因素的促进下，瑞士经济增长率将
达到 1.9%，成为欧洲国家中一道亮丽风
景。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环境下，原
本就有“避风港货币”美誉的瑞郎也由此
成为投资者青睐的“避险天堂”，引发国
际资本大规模涌入，使得瑞郎对欧元、美
元汇率持续攀升。

同时，为防止瑞郎过度升值，瑞士央
行一直维持着低利率政策。通过长期把
利率维持在低水平，瑞士不仅有效控制了
资本流入、阻止了瑞郎大幅升值，而且有
力地刺激了国内消费。根据瑞士信贷银
行的研究报告，在此期间，低利率政策使

贷款购房家庭平均节省了大约 1.8 万瑞
郎。有了更大消费灵活度的瑞士民众，其
消费欲望和购物热情也变得高涨。德勤
审计咨询公司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在
2013 年的圣诞采购旺季，每个瑞士家庭
用于购买圣诞礼物的预算平均为 807 瑞
郎，比 2012年同期增长 3%。

瑞士联邦经济部近日表示，国际金融
危机以来，瑞士经济表现一直不错，未来
还会保持进一步的增长势头。根据其最
新预测，2014 年和 2015 年，瑞士经济增
长率将分别提高到 2.3%和 2.7%。良好的
经济前景，自然使瑞士零售商和消费者的
信心普遍上升。瑞银集团的最新统计数
据显示，2013 年 11 月瑞银消费指数上升
至 1.43 点，比前一个月增长 0.17 点。确
如瑞士信贷银行经济学家所说，瑞士经济
增长已经进入了一个“超级周期”。

说起来新加坡的各种节日还真是不少，除了华人传统的
春节、端午节、中秋节以及其他各种繁多的节日以外，还有印
度人和马来人的各自传统节日，另外还有元旦和圣诞等一些
公共节日。每个民族节日的来临都是一场消费的盛宴，其主
要居住区都会张灯结彩、挂红飘绿，各具民族特色的餐饮、食
品和各种用品等汇聚一堂，不仅本民族的民众欢庆自己的节
日，更是招引来了八方宾客，消费自然成了节日的主题。

以新加坡的唐人街—“牛车水”为例，最热闹的莫过于
岁末年初的那段时间了。因为圣诞节、元旦和春节几乎是
接踵而至，所以一般从 12月初开始，一直到 2月份左右的
春节以后，差不多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整个“牛车水”都沉
浸在节日的气氛里，大街小巷一派热闹景象，各种花灯、装
饰等铺天盖地。当然，最热闹的还是节日的市场。

“牛车水”的各个主要街道本来就是商品聚集区，也
是来新加坡旅游者必去的特色市场，平时人来人往，到了
节假日更是摩肩接踵、人潮如流。新加坡政府为了扩大
节日消费，促进节日经济的发展，每逢华人春节的时候，
都会在这个区域设立年货市场，出租临时商品摊位，然后
用拍卖的形式出租给商家。据了解，2013 年牛车水商业
区共拍出 480 个摊位，摊位的最高标价为 1.288 万新元

（约合 6.2万元人民币）。

当前，欧洲经济形势仍较为低迷。奥
地利作为欧元区经济形势较好的国家，也
难免受到影响。市场调查显示，2013 年
奥地利人用于圣诞礼品的预算仅为 381
欧元，较上年少了 30 欧元。分析指出，促
使奥地利人减少消费开支的主要原因是
奥地利居民 2013 年的实际收入出现下
降。虽然奥地利企业也在不断涨薪，但如
果将增税和通货膨胀等因素计算在内，奥
地利人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反而较 2012 年
有所下降。

记者身边的朋友也对记者表示，虽然
他们的圣诞购物支出没有被削减得那么
厉害，但现在买东西的时候也会多考虑
一下价格因素。尽管 2013 年奥地利节日
消费的预测数据并不那么乐观。但节日
市场的氛围还是相当浓厚。记者走访了
维也纳几个主要的商业区，发现消费者

的购物热情还是比较高涨，加之商家纷
纷推出促销活动，大部分消费者仍是满
载而归。

虽然目前圣诞购物季还没有彻底结
束。但根据目前的预估，奥地利节日市场
的总销售额应能够与上年 3.5 亿欧元的
销售额相当。分析人士认为，虽然 2013
年的销售额增长并不乐观，但鉴于当前的
经济形势，也算是令人满意的结果。

2013 年奥地利的节日消费市场呈现
出网络零售与传统零售分化的局面。数
据显示，2013 年圣诞购物季奥地利本土
的网络零售商销售额增长 14%；与此相
比，传统零售商的业绩则反而下滑 1%左
右。虽然目前大部分的零售商对 2013 年
节日消费市场的总体表现表示满意，但也
纷纷表示，要想超过上年，继续保持强劲
的增长也是一件难事。

岁末年初，东京街头节日气氛日渐浓重，各大商店张
灯结彩，商品广告铺天盖地。但是，2013 年日本的节前
消费却呈现“两极化”的态势。

一方面，珠宝店生意兴隆，1000多万日元的钻戒销售
一空，店家不得不紧急向海外订购。另一方面，更多的消费
者则扑向打折商品。记者看到，许多消费者在超市闲逛，专
等晚间7时后抢购半价打折商品。“两极化”的消费来源于两
极化的收入。2013年以来，以出口为主的大企业经营状况
明显好转，年底奖金分红大幅增加，有的企业年终奖甚至相
当于半年的工资。而占日本企业99.3%的中小企业依旧度
日维艰，许多企业发不出奖金，甚至节日还要加班。

日本一些经济专家指出，安倍内阁的经济政策实际
是“劫贫济富”的政策，安倍想方设法为大企业排忧解难，
如降低税负、诱导日元贬值、为大企业开辟海外市场。为
此，大企业 2013 年赚得钵满盆满。相反，安倍内阁却以
提高消费税的方式向大多数工薪族征税，使多数工薪族
在工资原地不动、基本生活用品暴涨的情况下，却要饱受
消费税增税的压力。据调查，消费税从 5%提高到 8%，年
收入 500 万日元的家庭要多支出 84500 日元，这部分家
庭只能节衣缩食。

受世界整体经济状况影响，2013 年韩国经济增速缓
慢，这使得韩国民众的消费心理趋于谨慎，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韩国内需市场。但随着下半年韩国经济的企稳回
暖，以及冬季定期促销季和圣诞节的到来，韩国人的消费
热情再次被拉动。

在本次冬季定期促销季中，韩国几大百货公司销售
额都取得了良好的增长率。其中乐天百货以 10.7%居
首，现代百货增长率为 7.2%，新世界百货也达到 5%。以
乐天百货进行的冬季时尚特别商品展为例，虽然时间仅
为一天，但光顾的顾客人数超过 9000 名，销售额达到 13
亿韩元，超过之前的预想值。

2013 年韩国的“圣诞家庭派对族”也急速增长。圣
诞文化在韩国的迅速扩散，使得圣诞树、装饰物以及餐具
和厨房用品在圣诞季极为热销。以“Auction”为例，为
迎接圣诞节，该网站举办了主题为“真实圣诞”的大型促
销活动，商品种类超过 700 种，最高折扣达到 3 折。据统
计，该网站的圣诞树和装饰灯泡销售量同比增长 4 倍以
上，特别是高度低于 60厘米的圣诞树销量增长 18倍。

韩国流通行业看到了入冬以来韩国民众消费心理回
暖的趋势，喊出了“不要让圣诞结束”的口号，希望在年末
岁初继续留住消费者。大型购物商场也一改往年圣诞节
后的促销空白期，继续举办名牌商品的折扣活动。专家
认为，节日氛围和商家火热促销使韩国消费者压抑了很
久的购物热情得到了释放的机会，预计这一趋势将持续
到今年 1月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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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驻维也纳记者 谢 飞

日本消费两极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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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消费是驱动美国经济的主
导力量，而节日消费则是个人消费的
旺季，从2013年11月底感恩节开始
的年末购物季，大约占到全年零售额
的五分之一。2013 年下半年以来，
虽然消费者信心指数逐渐上升，但是
个人收入增速趋缓、就业改善和经济
增长势头疲弱，与往年相比，个人消
费趋于谨慎。与往年大为不同的是，
2013 年的网络购物蒸蒸日上，对于
传统零售业的冲击日益加剧。

数据显示，圣诞节前周末，美
国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了 37%，实
体店销量同比下跌 3.1%，客流量同
比暴跌 21%。市场分析机构预测
称，2013 年年底全美实体店零售额
将达到 6020 亿美元，而网上销售
额预计为 820 亿美元。据美国全
国零售联合会预测，2013 年该国零
售业营业额将上涨 3.9%，但是零售
业的增长只是建立在更多的折扣、
更长的营业时间以及延后交货时
间的基础上。除了购物，许多美国
民众利用圣诞假期与亲友外出就
餐、参观游览、观看演出。由于从
圣诞节到元旦学校放假，许多美国
家长申请年假，携带子女外出度
假。北部山区的滑雪场、南部佛罗
里达和夏威夷的海滩，都挤满了来
自全美各地的游客。

记者在采访时注意到，虽然美
国的消费者保护体系较为完善，但
是在一些旅游景点也有“害群之
马”，例如个别不明码标价的餐馆，
对外地（国）游客精心设下“消费陷
阱”，令人防不胜防。由于沟通方
面的问题，一些初来乍到的中国消
费者容易成为欺诈对象，在进入一
些消费场所之前，最好登录相关点
评网站检索预警信息。

美国经济复苏

助推消费增长
本报驻纽约记者 张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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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巴黎各主要旅游景点和街道张灯结彩，迎接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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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消费者在购买新年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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