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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持续恢复回升，市场活力不断增强

——2023 年奉贤区社会消费品市场运行情况分析

2023 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三年新冠疫情防控转段后经济

恢复发展的一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区认真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积极有效落实落地重大战略、

重大政策，社会消费品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呈现稳中加固、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

态势。市场活力不断增强，预期目标圆满实现。

一、消费品市场运行的概况

全区商品销售额 1396.5 亿元，同比增长 4.7%，高于全市 5.1 个百分点，全市排

名第二，郊区排名第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83.3 亿元，同比增长 11.8%，低于全

市 0.8 个百分点。

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加之节假出行需求旺盛、网络购物节活动及

上年同期低基数等因素带动，市场加快恢复。各类商品需求回升，拉动限额以上消

费占比继续提高，餐饮消费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消费市场恢复态势得到进一步巩固。

按行业类别分，限额以上住宿餐饮业零售额 18.0 亿元，同比增长 24.4%，较去

年同期回升 30.4 个百分点；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零售额 212 亿元，同比增长 6.3%，

较去年同期回升 9.8 个百分点。

表 1：2023 年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情况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零售额

（亿元）

住宿餐饮业 4.1 8.6 13.2 18.0

批发零售业 42.3 97.2 148.0 212.0

其中：网络零售 19.1 45.7 71.6 107.6

同比增速

（%）

住宿餐饮业 22.8 57.5 31.3 24.4

批发零售业 -7.1 17.6 8.0 6.3

其中：网络零售 -15.3 -3.0 0.6 3.9

二、消费品市场运行特点

（一） 商品零售增长面超七成，各类商品需求分化



— 2 —

随市场供给能力不断优化提升以及品质生活理念增强，居民对各类生活类商品

需求放大，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7.5%。从商品类别看，七成以上商

品类值零售额保持增长。其中，化妆品类零售额增长最快，增速为 35.2%，对限额以

上零售额贡献率为 29.6%；日用品类、石油制品类等基础生活消费品增速平稳，分别

增长 11.8%和 16.2%；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汽车类等耐用品消费负增长。房地产

市场不振导致家电更新需求不足，高端供给不足导致汽车消费外流。

表 2：2023 年限额以上主要商品类别零售额情况

商品类别 零售额（亿元） 同比增速（%）

粮油、食品类 9.4 -15.7

烟酒类 1.3 21.6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 28.1 6.9

化妆品类 69.9 35.2

金银珠宝类 2.5 0.3

日用品类 7.7 11.8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 3.4 -75.2

中西药品类 1.0 -11.4

文化办公用品类 3.7 4.2

石油及制品类 6.1 16.2

汽车类 35.8 -2.5

（二）网络零售稳步增长，重点企业支撑有力

1-12 月实现网络零售额 107.6 亿元，同比增长 3.9%，较三季度提高 3.3 个分点，

较二季度提高 6.9 个百分点，呈稳步上升趋势。

从零售占比看，网络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18.4%，比上年略降。

电商 A 企业因业务转移零售额累计减少 11.5 亿元，同比下降 99.5%，对我区零售业

造成的影响将在本年末结束。因此，未来网络零售整体仍将保持增长趋势。剔除该

企业影响，网络零售增速为 17.0%。

从零售增长面看，40 家有电商业务企业中，20 家企业零售额上涨。从销量看，

电商 B 企业仍居电商榜首，累计实现网络零售 25.7 亿元，同比增长 7.4%。从增速看，

C 企业和 D 企业两家电商企业累计实现网络零售额 2.2 亿元和 2.0 亿元，同比增长

627.1%和 549.0%。此外，三家新进电商企业累计净增网络零售额 3.8 亿。



— 3 —

（三）餐饮业迅速回暖，连锁餐饮拉动力强

由于旅行及相关行业消费回升向好，居民外出就餐频率比去年明显增加，全年

实现限额以上住宿餐饮业零售额 18.0 亿元（含市返），同比增长 24.4%，且各季度

均保持两位数稳定增长。其中，限额以上连锁餐饮企业零售额 6.9 亿元，同比增长

59.3%，拉动限上住宿餐饮业零售额增长 18.9 个百分点；九成连锁企业快速增长，其

中 5 家新入驻企业业务发展迅猛。

（四）商业体消费增长，转型升级成效显著

随着消费复苏，消费者更偏好集购物、娱乐、家庭聚会、运动休闲一体的“新

生活方式”场所。五大商业体不断探索全新发展模式，创新消费场景，为消费者提

升更好的游逛体验，整体零售快速增长。有关部门数据显示，五个在统商业体，共

实现零售额 102.1 亿元，同比增长 32.5%。

三、需要关注的问题

（一）低基数作用明显，消费力仍有待提升

2023 年我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83.3 亿元，郊区排名第六；增速同比增长

11.8%，郊区排名第四。

尽管消费市场持续稳定恢复，但也要看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加快有上年

同期低基数的作用。按两年平均增速，我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仅为 1.7%。

当前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仍有待提升，部分商贸企业经营压力仍然较大。

（二）高端消费品供给落后于消费结构升级

我区高端消费的引进发力不足，使高端产品需求不能得到满足，造成供给不足

消费外流。在消费结构升级的预期下，虽消费品供给也在作出相应调整，但目前情

况仍然落于其他各区，没有跟上高收入人群的购买力变化及文娱类消费需求。

以汽车消费为例，我区汽车类消费呈现量升价跌的特点。汽车类商品零售额 35.8

亿元，同比下降 2.5%，上半年受益于低基数增幅明显，但下半年逐步走低。全年销

售汽车 20177 辆，同比增长 24.2%，但均价仅 17.8 万元，低于去年 1.3 万元。可见，

我区以出售中低价位汽车居多，名车 4S 店仅宝马、奔驰、奥迪各一家，高端消费场

景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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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关建议

（一）落实落地促消费政策，提振消费信心

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措施》的具体要求，一方面加快城乡消

费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营造便利

消费、放心消费环境，使居民能消费、敢消费，从而拉动居民消费意愿，增强居民

的消费信心；另一方面针对当前消费需求特点，提升必需品消费品质、增强非必需

品消费意愿。比如提振以汽车、家电、餐饮等为重点的大宗消费，积极开展各类主

题消费季、美食季、购物节等促销活动。

（二）不断创新消费模式，释放市场活力

以消费结构优化推动消费市场稳中向好；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

术应用，加速我区直播电商、即时零售等新业态发展；以文化、体育和旅游深度融

合的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的服务性消费进一步激发消费新潜力，推动市场规模

快速扩张。

（三）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稳固商业发展基本盘

抓好各项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落地生效，多方开展招商引资活动，引入中高端增

量企业；提高政府对企业的服务质量，促成优质项目落地建设；全力以赴盘活存量

企业，关注重点企业及时做好预判预测，从而做大总量，稳固经济底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