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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下旬，麦肯锡发
布报告称2023年中国有五大消费
趋势，其中一个消费趋势是中国本
土企业正在赢得市场。

麦肯锡认为，中国消费者愿意
花大价钱去购买外国品牌正在成
为过往。如今中国品牌也可以提
供与外国同行媲美甚至更好的优
质产品。尽管这并非新现象，但近
几年来中国消费者对本土品牌的
偏爱确有加速之势。出人意料的
是，民族自豪感并非唯一的驱动因
素。如今的国内企业对潮流趋势
的反应速度更快，更加贴近消费
者，投资也更为果敢。

1月6日，商务部召开2023年
首场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
束珏婷表示，随着国潮消费持续升
温，老字号备受消费者欢迎，在刚

刚过去的元旦假期，老字号线上消
费同比增长30%。

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席李志起
表示，国潮作为中国品牌创造出来
的潮流，已成功赢得90后、00后新
青年消费群体的心。当代中国年
轻人在全球互联的思潮下，将国潮
作为追求自我表达的新形式，其背
后正是中国文化不断走向自信的
过程。

目前，很多新国货的创新层出
不穷，自热技术、冻干技术、锁鲜技
术、AR/VR、虚拟人……每一个科
技名词背后，都是一场产品的迭
代。

对此，外界认为在2023年的
消费大潮中，中国消费品牌将进一
步通过“国潮”新标签，持续深入参
与全球竞争。（据中国经济周刊）

多措并举扩内需提信心多措并举扩内需提信心
谁会成为消费火车头谁会成为消费火车头？？

2022年12月15日至1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
出，“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
位置”，进一步强调了消费复苏对于中国经济持续恢复的
重要作用。

一方面，中央出台相关措施，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
入，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各个省份也有相
应举措出台刺激消费；另一方面，无论是房地产、养老，还
是汽车、旅游等行业，都在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
景。蓄势待发的消费复苏方向在哪里？机会又在哪里？
当消费的马车跑起来，谁能一马当先呢？

随着2023年春节的到来，全国进入传统消费旺季，
政府、商家也已开始多措并举激发市场活力，真金白银补
贴促消费，全力拉动内需，刺激消费。英国《金融时报》援
引花旗银行分析师的预测报道称，中国2023年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将增长11%，达到50万亿元人民币，中国“新
的一年将更加光明”。

中国经济的最大底气，来自内需
市场。稳定经济，促进消费是重要抓
手。

“展望2023年，尽管整体市场环
境复杂多变，中国快速消费品市场可
能会持续波动，但是，随着防疫政策优
化，消费者信心将逐步恢复，中国快速
消费品市场依然展现出强劲韧性，未
来几个月乃至几年依旧前景可期。”贝
恩公司全球合伙人、大中华区数字化
业务主席张婧表示。

根据贝恩与凯度消费者指数联合

发布的《2022年中国购物者报告》显
示，2022年前三季度，中国快速消费
品市场展现出强劲韧性，整体销售额
较上年同期增长3.6%，一举扭转2020
年以来的趋势，跑赢了第二和第三季
度的全国GDP增速。

“元旦当天就接待了6万人！看
着大家又开启了买买买，就像回到了
疫情之前一样！”天津武清奥特莱斯佛
罗伦萨小镇的售货员张敏兴高采烈。
神州大地处处涌动着新局面，比金子
还宝贵的消费信心回来了。

当信心与希望重启之后，全国多
地陆续推出各种促消费活动，为人们
端上丰富多彩的新年“消费大餐”。

统计发现，从2022年12月以来，
深圳、长沙、北京等超过40个城市宣
布将发放消费券，覆盖汽车、餐饮、旅
游等多个领域。

但是，另一方面，2022年“双11”
“双12”等传统购物节消费结果不及
预期也让商家们思索2023年的新年
经济消费如何提振。采访中，多家商
场的经理均表示要用新的促销来吸引

消费者：我们发现去年“双11”就卷不
动了，“双12”更是非常安静，当然也
有疫情的原因。但是春节来了，最近
我们绞尽脑汁布局年货，希望消费者
们能够喜欢，愿意掏钱。在贝恩公司
全球合伙人、大中华区数字化（vec-
tor）业务主席张婧看来，中国消费者
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

“从早期追求物美价廉的性价比，
到上一波消费升级的‘兴价比’，未来则
是价值回归到‘心价比’，即整体环境将
回归理性、回归真需求。”张婧表示。

目前，哪些消费领域会最先复
苏？又有哪些消费品牌会在风起云涌
的2023年生存发展更好呢？

2023年1月6日，商务部新闻发
言人束珏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元
旦假期，商务部重点监测零售企业的
粮油食品、饮料、日用品销售额同比分
别增长11.3%、10.2%和2.6%。根据
商务大数据监测，“年货节”前5天全
国网络零售额达2080亿元，比上届同
期增长4.7%。其次是跨省游、长途游
需求明显增长，热门旅游目的地酒店
住宿率和预订率持续提高。此外，机
构数据显示，元旦三天电影票房突破
5.5亿元，全国影院营业率达到85%，
创10个月以来新高。

中银研究预测，随着疫情防控措
施或将更加优化，将为2023年服务消

费、线下消费恢复创造良好条件，住宿
餐饮、文化旅游、交通运输等接触类消
费将成为消费恢复的主要推动力。此
外，房地产市场逐步筑底回升，将会带
动家具家电、建筑装潢等与住房相关
消费全部回暖。

德意志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
熊奕亦认为，当前各地房地产政策已
显著放宽，随着中国在2023年下半年
加速开放，房地产市场有望迎来强势
复苏。

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中
国人“报复性旅行”将提振2023年旅
游业》的报道称，中国重新开放边境意
味着中国游客的回归，不仅利好一些
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航空公司和旅行
社来说也是好消息，且这些利好将向
更广范围扩散。

“我们全部的人都出差了，拜
访客户，要赶快追回失去的三年！”
一家零食消费品公司的创始人表
示。

从2019年以来，口红、咖啡、
茶、面……消费品类的网红新品牌
层出不穷，各路资本也纷纷涌入新
消费领域，但是从2022年开始，很
多新消费品牌表现并不理想，导致
后续融资中新的机构进入会越发
谨慎。

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
2022 年 1—11月份，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399190亿元，同比下降
0.1%。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
品 零 售 额 358490 亿 元 ，下 降
0.2%。另外，11月份，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38615 亿元，同比下降
5.9%。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
品零售额34828亿元，下降6.1%。

在三年以前，新消费品领域也
曾有过一个百试不爽的爆款公式：

“2 万篇小红书+8000 个抖音+
3000个B站+150篇知乎问答+直
播带货=一个新品牌”，但是这三
年以来，这个公式早就失灵，甚至
有投资人悲观地表示“资本跌倒，
爆品炸掉，新消费品牌活不过三

年”。
贝恩公司全球合伙人、大中华

区数字化业务主席张婧分析，原因
在 于 五 个 方 面 ：一 是 模 式
（Growth）能力，过往的增长通常
来自抓住短平快红利，实现迅速增
长，如今，这种粗犷的模式已经不
存在了，品牌应当回归初心、精耕
细作、秋收冬藏，实现可持续增长；
二是产品（Product）能力，即找到
核心大单品，从而可持续长期增
长；三是营销（Marketing）能力，
过往的营销更看重不同平台的流
量红利，未来，品牌需要秉承长期
主义思维，集中媒体火力、改变用
户行为；四是渠道（Channel）能
力，过往的中国市场是“大流通渠
道”，但是“一波起量”做法已经走
不通了，品牌需要“全域增长”，需
要“线上线下一盘棋”，认真思考如
何精准定义每一个渠道的角色和
作用、精耕细作才有可能打造基本
盘；五是组织（Organization）能
力，过往的组织更加看重稳定与控
制力，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市场环
境，未来，品牌需要建设更加敏捷
自驱的组织形式，从而应对外部环
境。

（（新华社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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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更加务实理性，追求“心价比”

谁会在2023年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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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携手新国潮让内需火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