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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山彝族自治县统计局 2023年5月5日

2022 年峨山县消费品市场总体平稳

2022 年，面对疫情等多重不利因素冲击，峨山县上下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疫情

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高效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促消费政策落地显效，市场需求逐步释放，

消费升级持续推进，全县消费市场呈现总体平稳态势。

一、消费品市场运行情况

（一）消费品市场规模平稳恢复。2022 年，峨山县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 54.47 亿元，较 2021 年增加 0.69亿元，同比增长

1.3%，增速较 2022 年前三季度提高 1.5 个百分点。其中，限额

以上企业（单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08 亿元，同比增长

23.0%，增速较 2022 年前三季度提高 1.5 个百分点。分季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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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5.0%；二季度同比下降

1.3%；三季同比下降 0.2%；四季度同比增长 1.3%。

（二）乡村市场保持较强活力。2022 年，全县城镇消费品

零售额 42.5 亿元，同比增长 0.9%，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11.97 万

元，同比增长 2.8%，领先城镇 1.9 个百分点。乡村市场占全县消

费市场的比重由上年的 21.6%提高到 22.0%。

（三）餐饮收入增速高于商品零售。2022 年，全县商品零

售 45.26 亿元，同比增长 0.9%；餐饮收入 9.21 亿元，同比增长

3.1%，餐饮收入较商品零售高 2.2 个百分点。

（四）生活保障类消费保持较强韧性。2022 年，在统计范

围的 15 类限额以上商品零售额中，增速 12 升 3 降。其中，体育、

娱乐用品类增长 264.3%，粮油食品类增长 118.3%，家用电器和

音像器材类增长 76.6%，书报杂志类增长 71.7%，文化办公用品

类增长 64.1%，饮料类增长 51.9%，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增

长 44.0%，烟酒类增长 42.4%，日用品类增长 39.6%，汽车类增

长 26.3%，化妆品类增长 19.6%，其他未列明商品类 131.1%。

二、存在的问题

（一）线上线下消费渠道融合不强，消费动力不足。在消费

市场中，实体零售是商品流通的重要基础，是引导生产、扩大消

费的重要载体。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线上消费的生活习惯日益成

为了年轻一代的首选。在此背景下，实体零售与线上消费的渠道

融合发展，也成为新型零售的经营模式。目前，部分企业开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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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业务主要通过“美团、饿了么、携程网”等第三方平台，参

与线上消费的企业和居民不多，消费动力带动不足。

（二）消费需求不足，占比较高商品类增速偏低。峨山县限

上零售业单位共计 19 家，其中石油制品类企业数量共 8 户，占

峨山县限上零售业单位数量的 42.1%，2022 年实现零售额 0.96

亿元，占峨山县限上单位零售额比重为 18.8%。增速由一季度的

43.4%下滑至-0.9%，石油制品类销售波动将影响峨山县限上社会

消费零售总额增长水平。

（三）缺乏新的增长点，消费市场后劲不足。2022 年新增

（含限下转限上）企业共有 12 家（其中：批发业 6 家，零售业

2 家，餐饮业 4 家），退库 2 家。限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靠

原有存量支撑，增长空间受限，且全县限上企业个数少、分布不

广，主要集中在县城，覆盖面窄，带动作用不强。净增批零住餐

达规企业较少，直接影响峨山县 2023 年消费市场发展。

（四）地理位置距市区较近，居民消费意愿偏向市区。峨山

县距玉溪市区 31.2 公里，驾车仅需 20 分钟左右，便利的交通条

件为群众带来极大方便的同时，也造成了大部分本地居民有购买

意愿时，更偏向于驾车前往市区进行消费，并且部分峨山本地居

民在玉溪市区拥有自己的住房，在“周末”消费的黄金时间段都

居住在玉溪，更使得峨山的消费群体流失，消费增长乏力。

三、相关建议

（一）拓展消费渠道，激发消费活力。一是巩固提升传统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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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汽车、家电作为传统消费的主力军，要鼓励汽车、家电“以

旧换新”，有针对性发放政府消费券，继续组织开展各类促销活

动，推动大宗商品销售提速，促进消费市场平稳恢复。二是加快

发展新型消费模式。持续推进商贸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线上线

下融合发展。顺应消费升级趋势，促进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

康消费，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打造更多消费新场景，不断释放消

费新活力。

（二）紧盯重点，夯实在库企业发展质量。一是严格落实国

家关于促进消费、扶持商贸流通业发展的相关政策，重点倾斜扶

持壮大在库企业发展。二是继续做好“个转企”、“小升规”工

作，综合应用财政补贴、税收减免、金融贷款支持和政府采购等

多种政策手段，支持新技术、新模式的加快应用和商业推广，实

现限额以下商贸企业培育壮大为限额以上法人企业，更好的发挥

龙头带动作用。

（三）抢抓时间窗口，推动消费市场加快恢复抢抓经济恢复

关键期，充分利用节假日开展促销活动，打好促销“冲刺战”，

激发消费内生动力释放。同时，要科学有效谋划季节性旅游，积

极推进文化、体育、旅游产业与消费领域融合发展，以旅游业推

动消费市场加快恢复。

（四）加强对本土企业支持和培育力度，吸引更多外来消费

者。随着中老铁路和玉楚高速公路的开通，峨山优越的地理位置

得到了更进一步显现，建议加强对本土批零住餐企业的支持和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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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加大宣传力度，打造一批体现“中国第一个彝族自治县”本

地特色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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