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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刊

随着互联网对各行各业的影响不断深入，数字技术引
导的新商业模式也在不断发展，居民消费需求有什么积极
的变化？

在 《安康市居民消费情况调研报告》 中可以看到，当
前， 安康居民消费持续转型升级， 消费理念更加理性、绿
色、健康，网络消费日益增加，消费内容更趋多元。

调查数据显示：69.3%的被调查者经常使用快递寄送
服务，72.3%的被调查者今后会增加网购衣着、家庭用品等
实物商品。

我市的消费需求和特征与全国同步发展。
在国新办今年 5 月举行的“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

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指出，这十年，扩内需促消费取得新进
展。 2021 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44.1 万亿元，
比 2012 年增长 1.1 倍，年均增长 8.8%。 2021 年人均服务
性消费占居民消费比重为 44.2%，比 2013 年提升 4.5 个百
分点。 2021 年全国网上零售额 13.1 万亿元，比 2012 年增
长 9 倍，农村电商异军突起。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速发展的互联网技术促进了
消费行为和消费内容的变化， 推动了消费模式的不断创
新，使备受重视的网络零售市场日益发展壮大。

自 2012 年以来， 我国的网络零售规模出现了显著增
长。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 年我国网络购物市
场交易金额为 1.26 万亿元，较 2011 年增长 66.5%。2012 年
网络零售市场交易总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6.1%。
通过近 10 年的发展， 我国网上零售额达 13.1 万亿元，较
2012 年增长 9 倍。 2022 年 1 至 8 月份， 全国网上零售额
84295 亿元，同比增长 3.7%。 自 2013 年起，我国已连续 9
年成为全球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

同样在我市，消费的转型升级紧跟电子网络发展。 随
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网络消费成为居民个人或家庭消费

常态。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网络购物相对具有价格优势；二
是网络购物足不出户，更加健康、便捷；三是网络购物能便
捷地获得更丰富的产品和服务信息，便于选择；四是花呗、
白条等超前消费支付方式的出现，为居民适度超前网络消
费提供了可能。 网络消费逐渐成为居民消费重要方式之
一。

作为“90 后”的一员，李同学选择网络消费原因有三
点：一是产品种类多，网络上可选择的范围非常大，网红产
品、土特产比比皆是。 二是价格比实体店便宜，且经常打
折。三是便捷，不用出家门就能买到自己想要的产品，且随
时随地都可以浏览商品。

同样，小赵也认为，网购物美价廉，可选择的范围广，
所有操作都能独自完成，也不用专门去什么特定的购物场
所，在淘菜菜上面买菜还能减少跟人群接触。

目前，线上消费的人群总体年龄偏年轻，他们工作和
生活的需求更加倾向于线上消费。 同时，疫情强化了人们
线上购物的习惯，也开拓了新的消费增长空间。

在本次调查中，回收电子有效问卷 368 份，调查样本
中，男性占比 48.6%，女性占比 51.6%；城镇占比 42.3%，农
村占比 57.6%。 调查样本中，31-50 岁年龄段人群较多，占
比 55%；其他年龄段分别为 16-20 岁占比 0.2%、21-30 岁
占比 19.8%、51-60 岁占比 18.7%、60 岁以上占比 5.9%。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也逐步加入线上消费的行列中，且
随着各电商平台推出“老年版”，这也将推动他们的线上消
费。 李同学在采访中说，她身边网络消费的人群以 20-40
岁的青年人居多，他们是网购的生力军。但 50 岁以上女性
长辈的网络消费力量也不容小觑，在抖音、拼多多等平台
的精准推送下，或多或少都会被各种各样的商品吸引。

相关部门在调查中指出， 在聚焦当前线上消费的现
状、新趋势和新特点的同时，应该进一步挖掘线上消费的
市场潜力，对线上消费环境存在的问题“对症下药”，更好
地发挥线上消费在扩内需促消费方面的作用。应加强网络
消费的保障与监管，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让居民放心网
购。做好网络平台监管的加强，防止出现虚假宣传、大数据
“杀熟”现象，提高平台服务水平；提高快递物流服务水平，
增进群众网络购物体验；加强网络数据安全管理，保障居

民网购个人信息数据安全， 多举措营造良好网络消费环
境。

在采访中，李同学告诉记者，网络消费给她带来了不
一样的快乐和惊喜，并且提升了动手能力，让自己收获了
新的技能。“前几年想换掉家中老旧的台式机，在对比了城
区某电脑城和网络上的配件价格之后，选择了在网上购买
显卡、主板、内存条、cpu 等配件，买回来之后由于城区某
电脑城组装电脑要价太高，且不提供上门组装服务，于是
自己意外收获了电脑主机组装技能。”李同学说，这种经历
不仅省了钱，还锻炼了自己。现在每月网购花销不定，每年
下来差不多有 1 万元左右。网络消费在她的所有消费支出
中占 50%左右。

对李同学来说，“量入为出，适度消费，避免盲从，理性
消费，且绝不踏入消费主义构建的陷阱里”就是她的消费
理念。 理性对待网络消费也是小赵的态度，她属于那种有
计划有节制地花钱，根据自己的收入和家庭情况进行适度
消费。 网络消费支出占到她 80%左右。

《安康市居民消费情况调研报告》同时指出，目前我市
居民消费还呈现出三个特点：消费理念理性化、消费理念
绿色化、消费理念健康化。

调查数据显示：69.2%的被调查者消费习惯选择“理性
消费，量入为出”，仅 1.6%的被调查者习惯于“超额支出，
信贷消费”。 在购买产品或服务过程中，72.1%的被调查者
更关注品质与质量，54.6%的被调查者侧重于物品性价比，
仅有 17.4%和 8.2%的被调查者会考虑品牌知名度和时尚
设计。 社会生产力发展日新月异，提供的产品与服务愈加
丰富，更便于消费者选择符合自身需求的产品，减少从众
和攀比，更趋理性化。

超过八成居民认同绿色消费理念，希望消费过程环保
节能、可持续。 在居民需要绿色消费类型方面，97.1%的被
调查者选择绿色有机食品、农产品，53.2%的被调查者选择
绿色出行，41.1%的被调查者选择绿色家装，33.2%的被调
查者选择绿色建筑，31.4%的被调查者选择废旧物资循环
利用，6.4%的被调查者选择其他，5.4%的被调查者选择绿
色包装。居民绿色环保意识增强，绿色消费意愿强烈。伴随
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绿色有机食品、绿色出行、绿色家

装逐步成为居民消费的热点。
72.8%的被调查者在购买产品或服务过程中关注安全

健康。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居民安全健康意识增强，出行
或出入公共场所主动消毒、佩戴口罩。 新冠疫情进一步强
化了居民的健康消费意识，由过去基础性需求转向更高层
次需求， 更加关注购买产品或服务的质量与消费体验，居
民消费理念升级。

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 居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居民消费结构也随之变化。 以食品烟酒、居住为主的生存
型消费，年均增速相对较低，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呈逐
年缩小趋势；以教育、交通通信、医疗保健为主的发展型消
费快速增长，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也逐年上升（受疫情
影响，交通通信支出短时间内增速回落）；以生活用品及服
务、 其他用品及服务为主的享受型消费也呈现较快增长，
逐步成为生活消费支出的新增长点。

同时，消费内容日趋多元，外卖生鲜、餐饮和社区团
购，居家文娱、网约车、网络缴费、购票，在线教育、网上培
训、 网络会议等新型消费方式逐渐走进普通群众生活，成
为居民消费新热点。

不久前，在恒口示范区客商服务
中心多功能厅，一场创业补贴资金发
放仪式正如火如荼举行。 本次仪式由
恒口示范区创业就业办主办，示范区
财政局、社管局、应急和市场监管局、
巩固衔接办相关负责人参加颁发仪
式。

仪式上，创业就业办汇报了对辖
区 2022 年申报一次创业补贴情况。 2
家经营主体代表做了交流发言，他们
分别是来自永丰社区的创业者姚钦
超和三条岭村胡晓菊，他们对各自创
办的经营主体进行介绍，表示在创业
初期得到政府给予的创业补贴十分
感激， 是给予创业者的信心和力量，
他们将怀着感恩之心将自己的创业
梦想更加坚定地坚持下去，为恒口示
范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臂
之力。 活动最后，还为符合申报条件
的经营主体发放了一次性创业补贴。

“2022 年受疫情防控及国际国内
经济压力下行的多重压力，恒口示范
区有 30 位自主创业者立足实际进行
创业， 这其中有自强自立的脱贫户、
有怀揣着创业梦想的返乡人员，通过
自己创业带动辖区群众就地就近就
业， 今天举办这样一场发放仪式，就
是为了鼓舞士气，坚定大家的创业信
心。 ”示范区创业就业办主要负责人
李伟介绍。

据悉，本次恒口示范区一次创业
补贴范围是辖区返乡创业人员、就业
困难人员、 毕业 2 年内高校毕业生、
脱贫劳动力、退役军人等人员在恒口
示范区市场监管局登记注册且在辖
区内正常经营 6 个月以上的市场主
体，共计 30 户，其中返乡创业人员 14
户、 就业困难人员 2 户、 退役军人 2
户、脱贫户 12 户，每户兑付补贴资金
5000 元。

近年来，恒口示范区紧紧围绕毛
绒玩具、现代物流、精密制造、田园康旅等“4+N”产业链不断
提升为企业服务水平，建设投用了人力资源、创客、企业孵化、
招商等于一体的客商服务中心平台， 积极开展一系列促进群
众就业服务活动，开展人力资源服务 29 场次，提供就业岗位
5225 个，达成用工意向 618 人，实现就近就地就业 231 人，坚
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企业岗位所需为引领，兑付辖区吸纳
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 1.36 万元，互联网营销师培训 5 期
52 人、中式面点师 3 期 128 人、创业培训 2 期 50 人、新型职
业农民培训 3 期 98 人、美甲师培训 1 期 28 人、致富带动人培
训 100 人，新社区工厂巡回大讲堂 1 期 500 人，旨在为企业服
务，为产业助力，为群众搭桥。

下一步 ，恒口示范区创业就业办坚持以 “市场主导 、政
府促进、自主择业、政策激励、扩容提质 、就近就业 、优化服
务、引导就业”为原则，紧盯示范区毛绒玩具 、现代物流 、精
密制造 、田园康旅等 “4+N”产业链建设 ，充分对接辖区四
大产业用工需求，精准服务 ，输送各类人才 ；以职业技能培
训为契机 ，培育劳务品牌 “恒口缝纫 ”，为毛绒玩具产业发
展夯基垒台 ；以发展壮大 “归雁经济 ”为切口 ，建立恒口籍
在外人员人才信息库，持续更新 、跟进 ，有的放矢招引创业
成功人士回恒口创业就业 ，不断为恒口示范区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能。

“1886 年， 在老龙门乡一个贫苦的知识分子家庭
里，诞生了我党早期优秀党员、贺龙元帅入党介绍人廖
乾五……” 在平利县八仙镇狮坪村村委会的一棵桂花
树下，身穿红色志愿者服装的村党支部副书记周林，正
在开展一周一次的“桂花树下的宣讲”，这次他的宣讲
题目是《革命先驱廖乾五的故事》。

八仙是红色英雄廖乾五的故乡。今年以来，八仙镇
将红色文化培育与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 建设相结
合，讲演红色故事、传播时代理论、涵养时代新风，打造
了精神文明和新民风建设的新阵地、新品牌。 1 个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17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5 支志愿服务
大队、17 支志愿服务分队，通过每月的志愿服务活动，
对接群众需求，聚焦理论宣讲，着力移风易俗，突出扶
危济困，强调榜样引领，以“桂花树下的宣讲”“微志愿
服务”“文明讲堂”等为代表的文明实践活动，在八仙镇
掀起了文明和谐新风尚， 红色的志愿队服犹如点点微
光，从一家到百家，连点成片，点亮了文明乡镇的燎原
之火。

一花引得百花开。在狮坪村邹家院子入口，群众为
这个焕然一新的农家院子，立上了刻有“仁义礼智信”
的岚河石。 在乡村振兴建设中，八仙镇大力推进“扫干
净、摆整齐、改旱厕、清淤污”擦亮乡村容颜专项行动，
实施三长五员责任机制、 督查检查考核机制、“环境整
治文明积分”激励导向机制，掀起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新
高潮。 政府搭台做保障，补齐道路、排水、电网、垃圾处
理等基础设施短板；群众积极忙参与，以工代赈，自己
动手修整庭院、圈厕，在房前屋后因地制宜建设“小花
园、小果园、小菜园”；乡村振兴积分管长远，民居干净
卫生、物品摆放整齐、圈舍生态环保、邻里互助友爱，成
了文明家庭积分的重要考核项目，三星、四星、五星文
明家庭评选，户与户比、家与家比，村庄人居环境从面
子美到里子。

景美人富两相宜。 今年 7 月， 八仙镇被评为陕西
“十佳茶旅融合示范镇”。作为茶饮产业大镇，八仙围绕
“茶乡绿谷 文旅名镇”建设目标，以天书峡茶旅融合发
展为重点，以狮坪、鸦河“生态+茶文化+民俗”生态康
养示范带为两翼，构建茶饮为主的“一主五副”产业发
展格局。 持续推动“山上兴产业”，提等改造 2.8 万亩茶
园，建成夏秋茶生产线 2 条，延伸茶产业加工链，带动
群众增收致富。 持续做优“基地+农户”模式，低改管护
茶园 1000 亩，提升夏秋茶综合利用率，仅今年夏天，一
季秋茶就为鸦河群众增加了近万元的收入。 持续优化
域内红色游、生态游精品线路，打造廖乾五红色研学线
路和龙华山庄高端民宿，带动群众就业，推动“美丽乡
村”向“美丽经济”转化。

兴文化、改环境、兴产业，在八仙的红色土地上，文
化兴旺带来了乡村振兴活灵魂， 环境改善带来了乡村
生活新变化，产业兴旺带来了乡村发展新气象，为八仙
的乡村振兴增添了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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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消费更趋常态
消费内容更趋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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