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摘要：本文分析 2024 年前三季度广东消费品市场

运行特点，预判全年走势，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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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度以来，随着新一轮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方案

落地，电子产品、家电等升级类产品实现恢复性增长，线上

消费增速回升，新能源汽车增速加快，但受燃油车、石油等

大宗商品消费低迷影响，广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有所

放缓。

一、运行特点

（一）社会消费品零售市场稳中趋缓。

前三季度，广东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5371.27 亿

元，同比增长 0.7%，增速比上半年、1—8 月回落 0.5 个、

0.1 个百分点。9 月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下降 0.3%，降

幅比上月收窄 0.5 个百分点。（见图 1）

图 1 2023 年以来广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月增速

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30843.62 亿

元，增长 0.3%；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4527.65 亿元，增长 3.3%。

按消费形态分，商品零售额 31029.92 亿元，增长 0.4%；餐

饮收入 4341.35 亿元，增长 2.9%。



（二）十类主要商品零售额保持增长。

前三季度，限额以上单位 18 类主要零售商品类别中，

粮油食品类商品保持两位数增长，日用品、书报杂志、家用

电器和音像器材、中西医药品、文化办公用品类、通讯器材

等 6 类商品零售额增速高于上半年。（见表 1）

表 1 前三季度限额以上单位主要商品类值零售增速变动表

类别

前三季度
上半年增速

（%）

增速与上半

年比较（百

分点）

零售额

（亿元）
增速（%）

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 12741.67 -2.2 -1.6 -0.6

1.粮油、食品类 1370.02 10.2 10.7 -0.5

2.饮料类 242.29 6.3 10.6 -4.3

3.烟酒类 333.83 1.4 3.4 -2.0

4.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 701.26 -2.2 -1.0 -1.2

其中：服装类 519.40 -1.7 -1.7 0.0

5.化妆品类 373.24 6.4 10.8 -4.4

6.金银珠宝类 270.52 -3.5 0.1 -3.6

7.日用品类 734.51 3.5 3.1 0.4

8.体育、娱乐用品类 139.15 7.1 10.0 -2.9

9.书报杂志类 61.60 -8.1 -10.4 2.3

10.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 773.51 1.9 0.2 1.7

11.中西药品类 667.65 4.8 4.1 0.7

12.文化办公用品类 407.33 3.4 -4.7 8.1

13.家具类 113.60 -4.2 2.9 -7.1

14.通讯器材类 818.77 1.0 -0.1 1.1

15.石油及制品类 1759.69 -4.1 -1.6 -2.5

16.建筑及装潢材料类 43.57 -6.5 -4.7 -1.8

17.汽车类 3675.51 -9.8 -9.5 -0.3

其中：新能源汽车 1426.26 8.1 3.7 4.4

18.五金、电料类 19.47 -14.4 -11.6 -2.8

1.基本生活类商品零售保持稳定增长。前三季度，限额

以上粮油、食品类，饮料类，烟酒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

长 10.2%、6.3%、1.4%，增速比上半年回落 0.5 个、4.3 个、



2.0 个百分点，共拉动全省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增长 1.1

个百分点，拉动作用减弱 0.2 个百分点。日用品类零售额增

长 3.5 个百分点，加快 0.4 个百分点，拉动全省限额以上单

位商品零售额增长 0.2 个百分点。

2.部分消费升级类商品增势良好。9 月以来，各地全面

启动第二轮家电产品以旧换新，带动电子产品、家电等相关

品类商品销售额增速明显加快。前三季度，限额以上文化办

公用品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

同比增长 3.4%、1.9%、1.0%，比上半年加快 8.1 个、1.7 个、

1.1个百分点，共拉动全省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增长 0.3

个百分点，拉动作用提升 0.4 个百分点。其中，9 月当月零

售额分别增长 52.5%、21.3%、7.0%，增速比上月加快 46.7

个、20.0 个、4.3 个百分点，共拉动全省限额以上单位商品

零售额增长 3.0 个百分点。

3.新能源汽车增速加快。三季度，各地加速推进汽车报

废更新和置换更新，特斯拉、理想等新能源汽车品牌销量增

长明显。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增长 8.1%，比上半年加快

4.4 个百分点，拉动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增长 0.8 个百

分点，拉动作用提升 0.4 个百分点。9 月当月，新能源汽车

同比增长 15.3%，比上月加快 4.3 个百分点，拉动全省限额

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增速 1.7 个百分点，拉动作用提升 0.6

个百分点。



（三）线上消费增速回升。

前三季度，全省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商品零

售同比增长 4.6%，增速比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快 6.8 个百

分点，比上半年加快 0.7 个百分点，拉动限额以上单位商品

零售额增长 1.7 个百分点，拉动作用提升 0.3 个百分点。通

过公共网络实现商品零售额占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总

量的 38.4%，较上年同期高 2.3 个百分点。9 月，京东、唯

品会等综合电商平台陆续上线以旧换新专场，全省限额以上

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商品零售增长 13.1%，增速比 8 月加

快 10.0 个百分点，拉动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增长 4.4

个百分点，拉动作用提升 3.3 个百分点。

（四）16个地市社零额同比增长，16个地市增速回落。

前三季度，16 个地市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实现增长，

其中佛山、韶关、惠州、汕尾、中山、湛江、肇庆、潮州、

云浮等 9 市增速高于全省水平。

与上半年相比，广州、河源、肇庆增速分别加快 0.1 个、

0.3 个、0.6 个百分点，湛江、茂名持平，其他 16 市增速均

有不同程度回落，揭阳、东莞、珠海分别回落 3.1 个、1.4

个、1.2 个百分点。

（五）零售额百强企业拉动作用提升，但增速呈分化趋势。

前三季度，全省零售额前 100 名企业单位合计实现零售

额 4688.60 亿元，占全省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法人零售额



的 36.8%，零售额同比增长 3.3%，比上半年加快 0.5 个百分

点，增幅高于全省批发和零售业平均水平 5.5 个百分点，拉

动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增长 1.1 个百分点，拉动作用提

升 0.1 个百分点。从具体企业经营情况看，百强企业中，前

三季度零售额增速比上半年加快的有 32 家，增速较上半年

回落的 66 家
1
。

二、全年走势预判和相关建议

今年以来，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增速呈逐月回

落态势，从月度运行情况看，仅 5 月和 7 月实现正增长，消

费市场恢复缓慢。展望四季度，消费品市场运行有回升的基

础，但也面临挑战。

有利因素有：10 月，全省新入库批零住餐单位创今年以

来新高，为社零总额的增长提供重要支撑。其次，京东、淘

宝等电商平台“双十一”预售活动启动，与以旧换新政策协

同发力，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三是第二轮以旧换新政

策不仅提升了补贴金额，还扩大了补贴范围，在前期汽车、

家电等消费品的基础上增加了平板电脑、家具、建材、电动

自行车等品类。四是 9 月 29 日央行发布公告引导存量房贷

利率批量下调，各家商业银行原则上在 2024 年 10 月 31 日

前对符合条件的存量房贷开展批量调整，消费需求的提振效

果有望在四季度逐渐显现。

1 剩下的两家百强企业，一家为三季度新入库企业，一家为批发转零售企业，增速不可比。



不利因素有：受上年较高基数影响，四季度汽车类商品

零售额降幅能否延续收窄态势有待观察。二是大宗商品价格

呈下降趋势，加之新能源汽车的替代效应，石油类商品零售

持续回调的趋势短时间内难以扭转。

为进一步巩固消费市场持续恢复基础，提升居民消费意

愿，释放消费需求，带动经济全面复苏，提出以下建议。

（一）多措并举提高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效果。

扎实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落地见效，注重促消费扩

内需等相关政策有效衔接，最大限度释放政策红利，不断培

育壮大消费新增长点。围绕家电、家装、汽车、电动车等重

点领域，坚持“政策+活动”双轮驱动，实施覆盖全年的系

列促消费活动，激发群众参与热情，营造浓厚的消费氛围。

（二）挖掘商旅、文旅消费，激活住宿餐饮市场。

商旅需求是酒店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但据调研了解，

今年以来住宿业企业承接商旅订单明显减少，企业只能通过

降低房价的方式提高入住率，拉低了整体营业额。建议相关

部门统筹策划好年底各类展会活动稳定商旅需求，通过“延

长时间、扩大空间”，以展会引流量、以流量促消费。同时，

抢抓节假日等旅游节点，积极开拓当地特色文旅资源，开展

文旅消费促进活动，吸引更多省内外游客，赋能住宿餐饮消

费市场。

（三）拓展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动服务消费扩容升级。



服务消费已成为我国居民消费增长最快、热点最多、潜

力最大的领域，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相关主管部门要落实国

务院印发《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支持服

务消费重点领域高质量发展。通过多方联动、跨界合作、整

合资源的方式，满足消费者日益多样化需求，培育服务消费

新增长点。

（四）提高消费者收入预期，激发居民消费热情。

持续推进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大就业创业扶持力度，推

动企业发展壮大，增加岗位和收入来源，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加强股市监管，推动股市回暖，提高房地产金融支持效能，

助力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带动居民存量财富增长、财富感

提升，进而提振消费信心，激发消费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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