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周頔 近日，在国务院新闻
办举行的2022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
况新闻发布会上，有媒体提问：过去一
年，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出台了一揽子
稳经济政策措施。同时，消费对经济
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请问，商务部
在促进消费方面开展了哪些具体工
作？有哪些亮点？

对此，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
进司司长徐兴锋表示，过去一年，重点
抓了五个方面工作：

首先是着力提振大宗消费。我们
通常把汽车、家电、餐饮、家居称为“四
大金刚”，这四大类占社零总额1/4左
右。汽车方面，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
出台了搞活汽车流通、扩大汽车消费
的政策。政策都非常“实”——六个方
面12项，政策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2022年下半年，汽车销量止跌回升，
上半年负增长6.6%，在政策推动之
下，下半年正增长10.7%。新车销量
中新能源汽车占比由2021年的1/8增
至2022年的1/4，就是每8辆车里有1
辆新能源汽车变成了4辆车里就有1
辆。此外，会同相关部门推动绿色智
能家电消费、绿色建材下乡。餐饮业
方面，出台针对性扶持政策，推动餐饮
消费恢复发展。

二是加快发展新型消费。比如电
商、绿色消费、冰雪消费，都采取了一
些有针对性的举措，通过这些举措，线
上线下深度融合，营造了消费新场
景。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6.2%，比2021年提高2.7个百分点。
线上消费比较亮眼的就是直播电商，
直播电商全年累计直播场次、累计观
看人次、直播商品数量、活跃主播人数

均比2021年成倍增长。
三是升级消费平台载体。载体

指的就是城市和乡村。城市方面，
加快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
建设，举办首届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论坛，推广首批四方面14条典型经
验做法。突出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保障作用，发挥智慧商店、智慧商
圈平台作用。也就是说，从市到街
道再到商圈，这是一系列的。同时，
实施县域商业建设三年行动，改善
优化县域消费渠道，全年县乡消费
品零售额占社零总额的比重也稳
步提升。

四是丰富消费促进活动。在做好
疫情防控前提下，成功举办了进博会、
消博会、服贸会等一系列重大展会，通
过这些展会，有力增加了优质商品和
服务供给。此外，我们还组织开展了
国际消费季、全国消费促进月、网上年
货节、双品网购节、家电消费季、中华
美食荟等一系列活动，通过这些活动

聚人气。指导各地
因地制宜开展促消费活动。

央地联动，也就是中央部委在办、
各协会在办，地方也在办，共同活跃消
费氛围。

五是保障百姓基本生活消费。过
去一年疫情多点散发，陕西、吉林、上
海、海南、西藏、新疆等地都出现过疫
情。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建立“多
方帮一方”生活必需品跨地区联保联
供机制，加大货源组织与调运支援力
度。建立市场“红绿灯”响应机制，生
活必需品一旦短缺，及时跟进。组织
投放了10批次，共计14万余吨中央储
备肉，有力保障了重点地区重点时段
群众的消费需求。

徐兴锋表示，通过以上五个方面
举措，有力稳住了消费市场。刚刚过
去的春节市场也延续了良好势头，根
据我们监测，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
业 销 售 额 比 去 年 农 历 同 期 增 长
6.8%。2023年，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努力克服各
种可能的困难和挑战，以实际行动推
动恢复和扩大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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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蒋永霞 近日，商务部电子
商务司负责人介绍2022年网络零售市
场发展情况。业内人士认为，增速趋
缓的情况仍在预期中，而且综合来看，
我国网络零售市场总体稳步增长。

增速趋缓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2年全国网上零售额13.79万亿元，
同比增长4%。相比2021年，2022年全
国网上零售额增速有所趋缓。

关于2022年网上零售额同比增
速趋缓的情况，商务部中国国际电子
商务中心电子商务首席专家李鸣涛认
为，这主要是受国内整体消费环境的
影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2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39733亿元，比上年下降0.2%。

李鸣涛表示，从去年一整年来看，
我国社会零售增长处于相对较低的增
速。2022年我国整体经济增速放缓
的影响，一定会反映到社会的各行各
业，包括网上零售。

尽管2022年整体增速放缓，但实
物商品网上零售额的占比却提高了。
综合来看，2022年我国网络零售市场
总体在稳步增长。

关注点在调整 去年，在复杂的环

境下，电子商务行业的稳步增长与其
自身的发展变化也有较大关系。过去
一年，电子商务领域的主要企业都在
进行战略方向及发展脉络上的调整。

据李鸣涛介绍，电子商务领域经
过20多年的高速发展，整个用户流量
红利都在削减，行业增速及增长空间
也越来越小，企业更多的是回归到存
量市场的争夺中。环境的变化，也让
企业开始做关注点的调整。

从整体来看，2022年电商领域最
明显的一个调整就是企业更加重视服
务。各大电商平台纷纷表示不再过多
关注GMV（商品交易总额），将重心放
在了发展质量上。如何维护好自己的
用户群，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与体
验，增强用户黏性，成为各大电商平台
的重要工作内容。同时，企业还通过
模式与内容的不断创新。

另外，李鸣涛认为，2022年电子
商务领域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
那就是，电商企业更加注重与实体经
济的联动与融合发展。

继续发力促消费“毋庸置疑，网
上零售也好，电子商务也罢，对社会消
费都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2023年这

个领域也会有更大的发力空间。”李鸣
涛表示，从电商行业角度来看，还是要
从国家大的经济发展战略角度上寻找
自己的作用点或者价值发挥空间。商
务部强调2023年是消费促进年，在促
消费方面，整个电商行业还是有很多
发力点的。

首先是电商打造的各种促销活动
助力消费。其次是助力农产品销售。
“从促进消费的角度来看，我认为，电
商在农村地区的发力空间仍然较大。”
李鸣涛表示。

李鸣涛表示，电商在促消费过程
中，更主要的是充分发挥其大数据的
精准性优势，通过对消费者行为和需
求的分析，挖掘出消费痛点，从而有针
对性地制定一些消费政策，包括促销
手段的使用。

除了促消费外，2023年，电子商
务还在进出口方面有较好的发力空
间。李鸣涛表示，从国际形势的变化
来看，2023年跨境电商发展的难度会
很大，挑战也会比较多，但是面对市场
需求的变化，肯定要在这个领域继续
发力。从这些因素看，跨境电商整个
行业会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本报讯“今年年夜饭，尝到了贵州
的农家腊肠、湖北的野生花菇，味道很正
宗！”1月27日，家住北京市房山区韩村
河镇的范学雨对在央企消费帮扶电商平
台购买的年货赞不绝口。

1月8日至28日，在国资委社会责任
局指导下，由央企消费帮扶电商平台主
办、国家电网等百家央企共同参与的“央
企消费帮扶迎春行动”火热开展，取得亮
眼成绩：平台首日，活动成交额破千万，
首周交易额破五千万，累计采购金额超
9500万元，展现了央企在巩固脱贫成果、
促进农民增收、推动乡村振兴方面的工
作力度。

央企消费帮扶电商平台第一时间贯
彻落实会议精神，抢抓2023年春节消费
回暖契机，全力开展“央企消费帮扶迎春
行动”，上架来自中央企业援扶地区的
15000余款商品，优选362款商品开展优
惠促销活动，积极打通社会化推广渠道，
探索运用数字技术创新消费场景，持续
加大消费供给，充分释放消费动能，推动
脱贫地区农产品销售及脱贫群众增收致
富，共惠及农户420万户。

活动期间，央企消费帮扶电商平台
采取线上线下融合联动的模式，大力拓
展销售渠道：国家电网、航天科工、中国
铁建等央企组织食堂、工会在平台专区
集中采购，联合中国中化、中国华电、中
国有色和中国建筑四家央企成功举办食
堂展销会，帮销包括湖北秭归脐橙、陕西
吴堡手工挂面等在内的优质帮扶农产
品，获得广大央企职工的积极响应；在淘
宝平台主站开设“央企消费帮扶迎春行
动专区”，组织14家央企19供应商共计
上架33款优质特色农产品展示销售，同
步通过淘宝直播以及特卖活动引流推
广。平台还积极与全国供销总社“脱贫
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832平台）
以及社会主流电商平台对接合作，相互
赋能引流，推动资源共享。

平台积极打造数字技术在消费帮扶
领域的新型应用，发挥元宇宙、虚拟现实
在创新消费场景、活跃消费市场方面的
积极作用。央企消费帮扶电商平台紧跟
国家战略部署，加强数字科技赋能，探索
虚拟现实技术在消费帮扶中的应用，带
给观众全新的消费体验，有效提升了央
企消费帮扶品牌影响力。

据了解，央企消费帮扶电商平台由
国家电网公司所属国网数科控股公司
建设运营，通过打造全环节在线交易、
多场景精品推介、全链条精准溯源、互
动式助农慧农、多元化互通互惠五大应
用场景，构建“数商兴农”服务生态，彰
显了国家电网公司在持续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全面助力乡村振兴中的社会责
任和央企担当。

下一步，平台将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践行“国之大者”，发挥平台优势，与各央
企自有电商平台、社会主流电商平台加
强互联互通，进一步激活央企消费市场
价值、释放个人消费市场潜力，同时着力
拓展全国“三农”市场，在支撑服务好广
大脱贫地区的基础上，着力向全国范围
内农村地区发展，深入发掘当地资源禀
赋和产业优势，着力培育打造一批品质
好、服务好、口碑好的农特产品品牌，推
动帮扶规模倍增、效果倍增，不断提升央
企消费帮扶成效和特色产业的可持续发
展能力，为加快乡村振兴战略落地注入
新动能。 （国资委网站）

央企消费帮扶电商
平台“迎春行动”

销售额突破9500万元

2022年全国网上零售增速趋缓

商务部：去年直播电商多项数据

均比2021年成倍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