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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升级提速 品质消费升温
本报记者 王 晋

回望 2016 年，中国消费正成为一支
引人注目的力量。

这一年，新的消费热点层出不穷，
移动互联等新技术的出现又为消费热

“添了一把火”。我们发现，消费升级步
伐加快，品质消费渐成热点。

为健康花钱：

体育消费蓬勃生长

健身队伍正在不断壮大。健步走、游
泳、瑜伽、跑步、羽毛球、网球、滑雪等都有

“粉丝”，有的人每天坚持走 2 万步以上，
“占领你的封面”成了不少人的小欢乐。

与健身潮相伴的，是体育消费的上
升。健身变得越来越专业，不少人购置全
套的运动衣、运动鞋，跑步鞋、网球鞋、篮
球鞋等功能越来越细分，运动品牌服装持
续火爆。

互联网+健康类产品正在走俏，可穿
戴智能健康管理设备成为不少人的新宠。
跑步记步手环、智能手环等在网上热销，
不少老人也戴上了智能手环或手表。他们
说，这是孩子送的礼物，可以实时记录自
己一天的运动情况、卡路里消耗、心率变
化以及睡眠状况等健康数据。通过分享数
据，孩子可以实时对父母进行健康管理。
新型智能血压仪可以在测量者测完血压
后，将血压数据自动上传至手机 APP。通
过分享数据，家人都能看到测量者的血压
变化。同时，测量结果会通过语音播报

“说”给测量者听。
忙碌的“上班族”选择到健身俱乐

部接受专业教练的指导。英睿健康连锁
机构联合创始人江莉感受到健身业井喷
式增长，“十几年前，健身业刚进入中国
市场时，很多人还不太认同。最近 3 至 5
年，健身业发展呈井喷之势，我们每年
的销售额保持两位数的增速，感受不到
太多经济下行的压力”。2015 年 6 月，他

们开发了“微健身网络私教”，搭建开放
平台，集合专业教练到平台上，免费为
消费者提供服务。据调查，一般经过一
到两周的网络私教指导后，15%的人会
选择成为健身俱乐部会员，或购买私教
服务。

今年 11 月 28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扩大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
教育培训等领域消费的意见》，力推旅游、
文体、养老等与百姓息息相关的“幸福产
业”。以体育消费为例，仅航空运动、水上
运动、山地户外等消费的市场规模，有望
在 2020 年达到 9000 亿元左右。未来，体
育消费的蛋糕还会越做越大。

为休闲花钱：

旅游消费市场巨大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旅游成为不少
人的度假选择，与过去“走走看看拍照
购物”不同，如今的旅游休闲更具品
位，人们希望获得深度体验。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95 周年，也
是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学历史、缅
先烈”红色景区游成为热点，“十一”长
假期间，浙江嘉兴、江西于都、四川泸
定等地游客数量比平日增长近 1 倍，贵
州遵义红色景区游客人数和收入同比均
增长 30%以上。商务部监测数据显示，
10 月 1 日至 7 日，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
实现销售额约 1.2 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
长 10.7%。商务部有关人士指出，今年

“十一”黄金周，全国消费市场保持平稳
较快增长，绿色、共享、简约的消费理
念深入人心，线上线下加快融合创新，
个性化、多样化、定制化消费渐成趋
势，人们越来越追求吃出健康、穿出时
尚、用出品质、玩出品位。

让世界瞩目的是，中国已成为全球
规模最大的客源市场，连续 4 年成为世

界第一大出境旅游消费国，对全球旅游
收入贡献平均超过 13%。庞大的市场、
快速的增长、可观的红利，令世界渴望
分享中国出境游的红利。

国家旅游局发布的 《中国旅游发展
报告 2016》 统计显示：进入 21 世纪以
来，中国公民出境游呈现井喷式增长。
2014 年，中国内地公民出境旅游人数突
破 1 亿人次，达到了 1.09 亿人次，2015
年 上 升 为 1.2 亿 人 次 ， 比 1992 年 的
298.87 万人次增长了 40 倍。从 2009 年
以来，出境游保持年均两位数增长态
势，年均增长 14.74%。从目前的基数和
增长率来看，中国出境游未来 5 年将达
到 7 亿人次的规模。同时，游客心态成
熟带来了旅行方式转变。“拍照购物”模
式正在改观，不少中国游客开始把时间
和精力放在历史文化景点上。同时，中
国观光客出境游的目的也越来越多样
化，深度体验、慢旅游的休闲方式让人
真正享受假期。

为环保花钱：

绿色消费方兴未艾

这 一 年 ， 环 保 话 题 的 热 度 不 断 上
升。为了更环保，更多消费者愿意支出
更多。

记者连续多年跟踪报道绿色可持续
消费宣传周活动，这一活动自 2013 年发
起，集零售行业之力，推广绿色可持续
消费，同时将这种理念传递给生产厂
家，引领绿色生产。今年，由中国连锁
经营协会、世界自然基金会及中国零售
可持续发展圆桌举办的第 4 届绿色可持
续消费宣传周活动规模比第一届扩容，
从最初的 80 多家实体门店参与，到有近
900 家实体门店参与，扩大了 10 多倍，
涉及超市、服装、百货、家电及家居建
材专卖店等多个业态，同时还有京东等

电商企业加入，遍及北京、上海、广
州、深圳、杭州、广州、苏州等全国 90
多个城市。

山东泉林纸业有限责任公司产品推
介部部长田锋认为，绿色消费正在蓬勃
兴起。泉林纸业是家老企业，历经 30 多
年的成长，已成为纸业的龙头企业。通
过技术创新，他们攻克了草浆造纸的世
界环保难题,形成了完整产业链，使用秸
秆黑液处理系统，将黑液转化为有机肥
料。“我们生产的本色纸采用不漂白工艺
及原生纸浆制造，不添加任何化学助剂
和对人体有害物质，消除了二恶英残
留。今年 1 月，本色系列产品荣获‘中
国原生态产品认证’，虽然价格高于漂白
纸，但一直供不应求。今年‘双 11’，泉
林本色纸销售额达到 3800 万元，热销爆
款几乎一抢而空。”

今年 3 月，发改委、商务部等 10 部
委制定的 《关于促进绿色消费的指导意
见》 正式发布，给绿色消费吹来春风。
随着消费者环保意识的提升和产业转型
的进展，绿色消费的潜力还将继续释放。

今年，服务消费、信息消费领域不
断扩容。早上用手机叫“滴滴专车”、

“ 神 州 专 车 ” 出 行 ， 中 午 在 “ 百 度 外
卖”、“饿了么”等平台叫外卖，朋友圈
里经常有微商朋友推荐产品，流量不够
更换手机话费套餐⋯⋯这些场景，已成
为“消费中国”的生动展现。

中 国 已 进 入 一 个 消 费 需 求 持 续 增
长、消费结构加快升级、消费拉动经济
作用明显增强的重要阶段。居民消费的
特点已经从模仿型排浪式的基本消费逐
步转变为个性化、多样化的高品质消
费。随着中国增加高品质产品和服务供
给所需的政策、物质和技术等条件逐步
具备，以及中等收入群体的不断扩大，
中国有望迎来消费大潮，消费这驾马车
还会持续发力。

分享经济：

发展中不断规范

出门“滴滴”、“ofo”、“摩拜”，衣食住行，
在今年都能用分享经济解决。这个词在今年
还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成为了年度热词。

今年，分享经济处于“分分合合”的状态
之中。在分时租赁领域，途家合并了蚂蚁短
租及携程、去哪儿的公寓民宿业务，与小猪短
租、住百家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短租鼻祖
Airbnb 也悄然开启在中国的业务。而在共
享出行领域，滴滴合并了 Uber 中国，成为网
约车领域的绝对龙头。最大规模的分享则发
生在互联网金融领域。有数据显示，P2P 网
络借贷占据中国分享经济市场总量的 91%。

分享经济并不限于个人与个人之间，它
更大的空间在于 B2B，也就是企业对企业。
目前，在线服务众包模式得到社会认同。例
如，云服务平台可对接数千家企业的设备，分
享给有需求的企业使用，而使用设备、办公空
间的企业不需要再花精力寻找资源。

今年，分享经济也在发展中不断得以规
范。交通运输部等七部委联合颁布了《网络
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被视
为网约车大考。 （本报记者 佘 颖整理）

在线教育：

教师成为“网红”

今年 3 月，一则“在线教师小时收入过
万，超过网红”的消息在网络流传，将在线教
育带到了聚光灯下。

对学生来说，跟线下动辄上万元的课程
费用相比，在线学习课程价格便宜得多，效果
如何也有使用者的评论进行参考，而且不受
地域限制，在三四线城市也能和一线城市的
孩子一样享受名师授课。对老师来说，同样
一堂课，能实现 1 个教师对成千上万学生的
同步授课，积少成多，收入十分可观。

由于有助于缓解当前优质教育资源缺乏
的现状，在线教育迅速做大。《2016 在线教育
趋势报告》指出，2015 年中小学在线教育有
1.8 亿学生用户、3.6 亿家长用户、1060 万教
师 用 户 ，中 小 学 教 育 从 业 企 业 约 为 2000
家。在总体营收规模上，中小学在线教育市
场规模约为 420 亿元。预计到 2017 年，在线
早教市场规模将有望突破 2000亿元。

目前，在线教育主要集中在 K12 阶段，
高质量的课程资源市场潜力巨大。网络的普
及和直播、VR 等技术的成熟，让在线课程的
互动性和参与性更强，拍照搜题产品逐渐向
在线一对一答疑方式演变，直接影响到线下
一对一市场。 （本报记者 佘 颖整理）

瑜伽+游泳：

体育消费之缩影
伴随着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瑜伽作为

健身的细分领域，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认可，
已成为当下健康生活方式的代名词。有数据
显示，目前有 1.2 亿以上网民关注瑜伽等相
关信息，“瑜伽”“瑜伽馆”等关键词的网上搜
索率达到 19.7%，并呈上升趋势。

统计数据显示，全国现有约 5 万家健身
馆，几乎每一家都开设了瑜伽课程。不少

“互联网+瑜伽”的创业公司也应运而生，
并获得了资本认可，迅速发展。在线瑜伽教
学平台，wake 瑜伽创始人兼 CEO 熊明俊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wake瑜伽从 2015年
12月 9日上线以来，注册用户规模已经超过
100 万，目前仍以每天 8000 名左右的新增
用户量继续上升。

除了瑜伽，游泳消费今年也颇受青睐。
21 世纪经济研究院、21 世纪经济报系与京东
联合发布的《2016 中国体育消费生态报告》
显示，从 2015 年开始，体育消费回暖势头初
显，占 GDP 比重增至 0.40%。其中，游泳用
品消费额指数从 2013 年到 2015 年也增长了
3倍。 （本报记者 吉蕾蕾整理）

移动支付：

精准营销成为可能
今年的支付宝口碑“双 12”中，线下商家

成为主力，1.1 亿人参与“双 12”线下消费，其
中“85后”年轻人占 68%。数据显示，2014年

“双 12”，接入支付宝并参与“双 12”的商家还
只有 2 万家，今年参与的商家已经变成了
100万家。

让消费者与商家充满热情的正是移动支
付：就连购买一瓶饮料或者两把韭菜，人们也
习惯了用手机扫码支付，今年也因此成为了
货真价实的“无现金元年”。今年年底，连一
向专注于建立独立生态系统的星巴克也宣布
加入了微信支付。来自央行的数据显示，今
年第三季度，移动支付业务 66.29 亿笔，金额
35.33 万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45.97% 和
94.45%，依然保持着高速增长。

对于消费者来说，移动支付的意义在于
便利，对于商家来说不仅限于此。借助移动
支付，线下商家可以搭建出互联网化的会员
体系，消费者行为和数据也变得有迹可循，这
让精准营销成为可能。数据挖掘也开始影响
包括选址、产品研发等方面，以移动支付为入
口，线下借助互联网进入依靠数据决策阶段，
实现商业运营升级。（本报记者 陈 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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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已 接 近 尾 声 。

驻足回首，一年来，随着消费

结构的不断升级，多样化的

消费形式融入了人们的生活

之中，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也

渐趋理性。国家统计局数据

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最终消

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高达 71%，同比提高 13.3 个

百分点，比同期资本形成总

额贡献率高出约 34 个百分

点。消费需求成为促进经济

稳定增长的“火车头”，它不

仅惠及中国，而且惠及世界。

近日，吉林省吉

林市龙潭区乌拉街满

族镇韩屯村瓜尔佳满

族大院内，来自城市

的游客在满族农家乐

内包饺子。以感受乡

土气息、拥抱亲近大

自然、品味农家菜为

目的的休闲农业与乡

村旅游越来越受到人

们的追捧，乡村旅游

成为消费热点。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12 月 26 日，在北京翠微大厦购物中

心，顾客在挑选应季服装。元旦临近，北京

各大商场、购物中心应季服装等商品一路

走俏。 本报记者 李树贵摄

①近日，一名研二学生骑摩拜单车行驶在上海街

头。 赖鑫琳摄 （新华社发）
②在今年的支付宝口碑“双 12”期间，1.1 亿人使用移

动支付参与线下消费。今年成为名副其实的“无现金

元年”。 本报记者 陈 静摄
③近日，北京怀柔区怀北国际滑雪场市民在体验滑

雪乐趣。进入冬季以来，休闲运动消费市场刮起一股

冬奥风，滑雪、滑冰等运动受追捧。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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