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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消协发布《2022年农村消费环境与相关问题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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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佘佘 颖颖

推动更多土特产出村进城推动更多土特产出村进城

拓兆兵拓兆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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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2 年年，，我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达我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达 5928559285

亿元亿元，，是一个消费人口近是一个消费人口近 55 亿亿、、体量近体量近 66 万亿万亿

元的庞大市场元的庞大市场。。农村消费者消费能力如何农村消费者消费能力如何？？

他们喜欢什么他们喜欢什么？？有哪些不如意的地方有哪些不如意的地方？？

近日近日，，中消协发布了中消协发布了《《20222022 年农村消费环年农村消费环

境与相关问题调查报告境与相关问题调查报告》，》，通过全国通过全国 3131 个省个省

（（区区、、市市））824824 个行政村的个行政村的 36703670 个样本个样本，，展示了展示了

我国农村消费市场的基本面貌我国农村消费市场的基本面貌。。

线下消费线上付款

当问及农村消费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31%的农村居民表示缺少电商服务点和快递

点的问题较为突出。此外，还有 30.7%的消

费者认为农村电商快递物流配送慢。

中消协消费监督部主任张德志分析，可

能受物流制约，当前我国农村居民最主要的

消费场景依然发生在本地线下。“调查显示，

40.9%的受访者平时首选位于本村的商店、

超市进行消费，19.8%的消费则发生在本村

附近的集市、农贸市场。选择在电商平台网

络购物的消费者占比仅为 9.7%。”

有 意 思 的 是 ，购 物 方 式 虽 然 以 线 下 为

主，但支付方式却全面转线上。调查发现，

45.5%的农村居民在线下购物时首选无现金

支付，九成以上的农村商店、超市已基本支

持手机扫码支付。在各主流支付方式中，农

村居民选择微信扫码的比例远超其他各种

方式，占比达 71.2%。

北京大兴区榆垡镇的榆垡大集服务榆

垡村小区和周边的求贤村、魏各庄村、西胡

林村等村镇居民。这里可能已经算不上典

型的农村大集，可依然保留着乡村购物的习

惯，记者看到，这里菠菜成捆、草莓论堆，连

着烟筒的铁锅灶码在塑料扫帚、儿童玩具中

间，随意却样样齐备。

记者注意到，虽然部分老年人还有现金

交易的习惯，但榆垡乡村大集的每一个摊位

上都挂着支付码，收款到账声此起彼伏。线

下为主的消费习惯意味着，产品要打入农村

市场，还将高度依赖传统销售渠道，也就是

这些店主们；而线上支付习惯的养成，又意

味着以线上渗透线下的新零售潜力极大，尤

其以微信等工具为切入点，还有渴望的增量

红利可挖。

电商带动消费升级

6 万 亿 元 的 乡 村 消 费 市 场 正 吸 引 企 业

“下乡”。在云南怒江，记者采访了丽淑超市

经营者和出东和出东，这里还有一个身份是美团优优

选 的 自 提 点选 的 自 提 点 。。 两 年 多 前两 年 多 前 ，，美 团 优 选 进 入 怒美 团 优 选 进 入 怒

江江。。和出东发现和出东发现，，他们比自己原先的供应商他们比自己原先的供应商

便宜且种类多便宜且种类多，，便加入了当时最时髦的便加入了当时最时髦的““社社

区团购区团购”，”，做起了做起了““团长团长”。”。

记者将定位切换到美团优选 APP 的丽

淑超市自提点后发现，社区团购在当地的产

品种类非常丰富，七彩土豆 2 斤 5 元、新鲜茨

菇一斤约 2 元，新希望集团生产的 12 袋 250g

装蝶泉特浓牛奶 26.72 元。如果对比价格，

在丽淑超市自提 1 月产的 12 盒 250ml 蒙牛特

仑苏牛奶需 44.99 元，在京东北京仓，同样的

特仑苏牛奶则要 55.1 元。

农村市场上，农产品、食品价格相对较

低。在榆垡大集，草莓 30 元 3 斤，大枣 15 元

两斤，睡衣 30 元一套。

在物流成本较高、交通不便的地区，电

商平台极大地缩小了城乡消费的种类和价

格 差 异 。 和 出 东 注 意 到 ，村 民 对 于 本 地 不

出 产 的 一 些 东 西 比 较 感 兴 趣 ，如 荔 枝 、椰

子、海鲜、桂圆等。虽然老年人并不舍得买

这 些 价 格 稍 高 的 新 鲜 货 ，但 他 们 在 外 地 的

子 女 会 从 千 里 之 外 下 单 ，头 天 晚 上 七 八 点

付完款，第二天早上 10 点多钟，美团配送车

就 会 把 货 物 送 到 ，老 人 家 过 来 报 个 手 机 号

就可以提货。

张德志告诉记者，近年来，农村电子商

务 带 动 农 村 网 络 消 费 迅 速 发 展 ，直 接 推 动

农 村 消 费 升 级 。 本 次 调 查 发 现 ，接 近 四 成

的农村居民网上购物的频率已达到每月平

均 1 次至 5 次，每月在网上消费 6 次以上的

比 例 也 达 到 了 18.9% 。 这 提 醒 相 关 企 业 和

部门，应多角度发力丰富农村消费供给，着

力发挥品牌供应链和农村电商新业态的作

用 ，不 断 提 高 农 村 商 业 的 丰 富 性 和 标 准 化

水平。

消费环境仍需改善

在大型平台供货体系保障下，曾经困扰

农村消费者的假冒伪劣问题有所好转。

美团优选为和出东配送的商品以主流

品牌为主，如百事可乐、娃哈哈矿泉水，甚至

还有流行的元气森林。和出东透露，现在正

规小店里，明目张胆的假冒产品已经基本看

不到了，但集市商品的质量就不好说了。这

一点记者也发现了。在榆垡大集上，带有某

儿童品牌标识的童装被挂在显眼处售卖，喊

价 30 元，仔细一看，吊牌上连生产厂家和品

牌名都没有；还有连吊牌都省了的名牌鞋，

没有 3C 标识的电插座，散装的茶叶、果脯等

食品也没有生产日期、厂

家 等 信 息 ，显 得 不 太 正

规。而且，大集上绝大多

数 商 家 没 有 落 实 明 码 标

价，买一根葱也得问商家

多少钱，买得贵不贵全凭

讲价本领。

“从一些受访者反馈

来看，农村居民缺乏必要的消费知识和消费

维权意识，特别是大量留守农村的老年人，

难以分辨商品的真假以及过期与否，客观上

也为低价销售的假冒伪劣商品、‘三无’商品

提供了生存土壤。”张德志指出，调查显示，

44.5%的消费者表示最近一年内曾在本村及

附近的市场上买到过假冒伪劣产品、“三无”

产品。

张德志表示，建设安全放心的农村消费

环境对于扩大内需、不断释放农村市场消费

潜力具有关键性意义。从本次调查情况来

看，近年来农村消费环境整体持续改善，网

络购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农村实体店供

给不足的短板。但农村市场长期存在的一

些典型问题、难题仍然存在。激活农村消费

潜力，应加快推进乡村物流快递配送体系建

设，同时多角度发力，丰富农村消费供给，完

善农村消费者维权支持网络，实现农村消费

者“就近投诉、就地维权”。

近日近日，，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宁夏固原市西吉县

““西吉好东西西吉好东西””门店在北京市落门店在北京市落

地开张地开张，，主要展示销售当地生主要展示销售当地生

产的西吉牛肉产的西吉牛肉、、粉条粉条、、酸辣粉等酸辣粉等

土特产土特产。。不仅在北京不仅在北京，，该县还该县还

计划在更多的城市开设门店计划在更多的城市开设门店，，

让当地土特产出村进城让当地土特产出村进城，，扩大扩大

消费地域消费地域，，卖出好价格卖出好价格，，促进农促进农

业增效和农民增收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土特产大多为优势特色农土特产大多为优势特色农

产品产品，，是各地根据自身实际是各地根据自身实际，，努努

力挖掘当地特色资源培育而力挖掘当地特色资源培育而

成成。。产品主要销往人口多产品主要销往人口多、、消消

费能力强的城市费能力强的城市，，丰富市场的丰富市场的

同时同时，，也促进了乡村振兴也促进了乡村振兴。。在在

不少乡村不少乡村，，这些土特产都是支这些土特产都是支

柱产业柱产业。。今年中央农村工作会今年中央农村工作会

议强调议强调，，要做好土特产文章要做好土特产文章，，重重

新认识土特产对推进乡村产业新认识土特产对推进乡村产业

振兴的特殊意义振兴的特殊意义。。针对广大农针对广大农

村地区优势特色产业市场在村地区优势特色产业市场在

外外、、市场在城市的特点市场在城市的特点，，需要大需要大

力推动土特产出村进城力推动土特产出村进城。。

打好创新牌打好创新牌。。顾名思义顾名思义，，

土特产主要体现在土特产主要体现在““土土””和和““特特””

上上，，但土特产并非一成不变但土特产并非一成不变。。

如如，，枸杞是宁夏享誉全国的著枸杞是宁夏享誉全国的著

名土特产名土特产，，传统消费人群主要传统消费人群主要

为中老年群体为中老年群体，，主要表现为枸主要表现为枸

杞泡茶的杞泡茶的““保温杯保温杯””养生等消费养生等消费

形式形式。。但随着大健康概念盛行但随着大健康概念盛行

和消费升级和消费升级，，需要打创新牌需要打创新牌，，迎迎

合年轻一代的新需求合年轻一代的新需求。。近年近年

来来，，宁夏加快枸杞科技研发和宁夏加快枸杞科技研发和

产品深加工产品深加工，，推出枸杞口红推出枸杞口红、、枸枸

杞轻卡饼干杞轻卡饼干、、巧克力枸杞等新巧克力枸杞等新

品品，，跳出了传统消费窠臼跳出了传统消费窠臼，，销路销路

大增大增。。因此因此，，土特产要与时俱土特产要与时俱

进进、、加强创新加强创新。。

打好颜值牌打好颜值牌。。颜值用在土颜值用在土

特产上实际就是品相特产上实际就是品相。。品相的品相的

好与差对产品的价格影响很好与差对产品的价格影响很

大大，，尤其是随着网红文化和打卡文化的盛行尤其是随着网红文化和打卡文化的盛行，，产品既要产品既要

品质也要颜值成为普遍的消费理念品质也要颜值成为普遍的消费理念。。品相决定价格品相决定价格，，因因

此此，，土特产也要在提升品相上下功夫土特产也要在提升品相上下功夫，，改变一些产品改变一些产品““吃吃

着好吃着好吃，，看着难看看着难看””的状况的状况，，推动当地土特产品由推动当地土特产品由““原字原字

号号””向向““精字号精字号””转变转变，，大幅提高商品率大幅提高商品率。。

打好融合牌打好融合牌。。一方水土孕育一方土特产一方水土孕育一方土特产，，土特产扎土特产扎

根乡土根乡土，，是一个地方的风物是一个地方的风物。。近年来近年来，，土特产品销售方土特产品销售方

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销售土特产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销售土特产

品品，，都不再是单纯卖产品都不再是单纯卖产品，，而是讲好土特产种植而是讲好土特产种植、、加工加工、、

销售销售、、文化等故事文化等故事，，包含田园风光包含田园风光、、乡土文化乡土文化、、农家美食农家美食

等等。。土特产甚至已形成体验式消费场景土特产甚至已形成体验式消费场景，，增强客户黏增强客户黏

性性，，从而实现了农业由从而实现了农业由““卖产品卖产品””向向““卖风景卖风景”“”“卖文化卖文化””的的

转变转变，，促进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乡村优势特色推动乡村优势特色

产业全链条升级产业全链条升级，，吸引了更多消费者吸引了更多消费者。。

从消费者的角度看从消费者的角度看，，越具有地方特色的优质土特产越具有地方特色的优质土特产

越受欢迎越受欢迎。。因此因此，，各地要加强产销对接各地要加强产销对接，，严防产业严防产业““内热外内热外

冷冷”，”，大力推动土特产出村进城大力推动土特产出村进城，，将当地土特产品由将当地土特产品由““种得种得

好好””向向““卖得好卖得好””转变转变，，由由““名气高名气高””向向““收益高收益高””转变转变。。

“给我拿热的，五个鲜肉包、五个虾肉包

在这儿吃；另外再拿十个一样的打包带走。”3

月 5 日上午 11 点，西安市民齐思贤大爷和三

个老伙伴来到位于西安市易俗社文化街区五

一饭店聚餐。“还是老字号有味道，总是想念

这一口，今天特别提前半小时来，不然要排长

队才能买到，若是节假日，最少需要排个把小

时队呢！”他说。

从昔日美食到今朝“网红”，令齐思贤老

人心心念念的五一大包子，正是西安众多老

字号美食群体在消费者记忆中重新崛起的

缩影。

位于古城墙内的东大街，曾经是西安商

铺林立、餐饮老字号云集的繁华商圈。随着

城市形态的不断更新，一些老字号渐渐淡出

人们视线。

2021 年 9 月，伴随着一场秦腔文化艺术

节的开幕，西安易俗社文化街区闪耀开街，五

一饭店、西安烤鸭店、同盛祥、新中华、白云

章⋯⋯这些老陕们儿时记忆里的老字号集体

“回归”。

成立于 1912 年的易俗社，是一个集戏曲

演出、教育、创作于一体的艺术团体，也是古

都西安的文化地标之一。两年前，西安市依

托百年历史的秦腔剧社易俗社，建设占地面

积约 87 亩的易俗社文化街区。通过改造和新

建博物馆、老戏台、街巷等多层次的活动空

间，建成了包括易俗大剧院、易俗博物馆、中

国秦腔博物馆、老字号商业街、文创商业等多

种业态的全国首个戏曲文化街区。其中，以

老字号商街最聚人气。在悠扬的秦腔曲牌声

中品陕菜美食小吃，已成为市民游客的新选

择。数据显示，2023 年春节期间，老字号商街

餐饮收入较去年同期实现翻番。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老字号不仅是重要的商业载体，还承载着

中华传统文化。和“网红新店”比，老字号在

文化遗产传承与挖掘中优势明显，不仅有老

品牌、老技艺、好信誉，更有博大的饮食文脉、

匠心传承的餐饮技艺，几代忠实的拥趸。但

是老字号的“老”也限制了其创新发展。让品

牌经典化的同时年轻化，更好满足市场尤其

是年轻人的需求成为老字号当下急需突破的

方向。易俗社文化街区项目就是老字号餐饮

品牌跟随城市发展步伐，在蝶变创新中将服

务推向市场前沿，依托黄金商圈强劲的消费

实力，搭建具有文化底蕴的老字号餐饮集群

的积极探索。据介绍，目前西安饮食股份有

限公司旗下拥有包括同盛祥、五一饭店、西安

烤鸭店等在内的 11 家中华老字号、9 家陕西

老字号、13 家西安老字号。

如果说集群化展示、街区式集聚凝聚的

是一种品牌记忆冲击的力量，那么，基于文化

赋能的消费体验新模式，则是西安老字号谋

求贴近消费新潮流的新探索。

近几年，西安老字号文旅融合集群、打造

老字号一刻钟便民圈等举措效果明显。创建

于 1929 年的中华老字号西安饭庄在东大街原

址华丽回归。其中，最具特色的莫过于精心

打造的全国首家陕菜文化体验博物馆。作为

全面展示陕菜文化的专题展览，让食客近距

离感受陕菜的发展历史，沉浸式体验是这里

最大的特色。

食客在等餐时，可通过精彩的互动画面

观看陕菜技艺，再免费品一口西安饭庄的黄

桂稠酒、闻一闻陕菜调料的独特风味⋯⋯博

物馆还设置了工坊体验区和文创区。工坊

体验区可开展研学工坊深度体验，更有西安

饭庄的名厨大师现场展示厨艺。文创区则

用现代工艺的生产方式，保留了传统美食的

味道，给所有人一个“可以带走的陕味”。通

过科普展览、研学工坊、沉浸餐饮多个生动

活泼的内容，让一道道精美菜肴从书本、史

籍中走出，诠释了陕西多元的饮食文化和人

文底蕴。

近三年来，西安市对一系列老字号原有

旧业态软硬件实施大规模升级改造，并加大

现有老字号规划布点，累计完成老字号项目

80 余个，先后恢复了白云章、清雅斋、桃李村

饭店等老字号品牌。西安饭庄等老字号餐饮

店每年均会推出粉蒸肉、八宝饭及年夜饭套

装礼盒等预制菜品。围绕“好年礼 匠心造”

产品理念，西安饮食通过产品系列、品牌理

念、客群精准等全方位的创新升级，满足不同

人群消费需求，收获消费者一片好评。西安

的食品工业不断向全链智造转型突破。据统

计，2023 年春节期间，食品工业化产品销量较

去年同期增长 20%。

丰富自身业态多样性，增强内生动力，开

启新增长曲线。西安饮食以市场为导向，以

消费需求为突破口，依托新兴商业综合体、商

业集群区、文旅集合地、城市记忆地发展老字

号餐饮集群；聚焦“餐饮主业+食品工业”叠加

式双轮驱动发展，建立新餐饮生态圈，仅去年

就先后成功在唐苑社区、文景社区开设“老年

食堂”，以自助餐形式，向周边小区老人提供

一日三餐；以“五一饭店”为主打，开设秦川社

区等 3 个“社区便民店”，以外带档口式的经营

模式，满足顾客全时段用餐需求，让更多居民

与老字号“零距离”接触，打开了老字号创新

转型的新局面。

在 浙 江 省 温 岭 市 石 桥 头 镇 石 桥 新在 浙 江 省 温 岭 市 石 桥 头 镇 石 桥 新

村村，，人们趁着赶集日来到集市选购人们趁着赶集日来到集市选购。。

徐伟杰徐伟杰摄摄（（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图为西安易俗社文化街区老字号商业街夜景图为西安易俗社文化街区老字号商业街夜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雷雷 婷婷摄摄

在新疆喀什地在新疆喀什地

区疏附县托克扎克区疏附县托克扎克

镇农贸市场镇农贸市场，，一名一名

女士在给孩子挑选女士在给孩子挑选

帽子帽子。。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马马 锴锴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