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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看亮点③R

核心阅读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
费市场总体呈现稳步恢
复、持续回暖的发展态
势，对经济稳定恢复起到
重要支撑作用。其中，网
络销售保持较快增长，全
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同比增长18.7%。

随着直播电商等新
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
线上线下消费模式加快
融合，为消费市场注入了
强劲动力。

■感受R

“这件衣服不仅款式新颖，面料也很

舒服，喜欢的朋友赶快点击链接下单。”近

日，在福建石狮青创城国际网批中心的青

创直播基地里，一个服装品牌的电商主播

王蕊拿着一件防晒服，对着镜头销售自家

商品。在今年“618”促销当天，她一个人

直播带货的销售额，就赶上了去年全店

“618”全天的销售额。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复苏势头

不 断 增 强 ，其 中 ，网 络 销 售 保 持 较 快 增

长。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

比增长 18.7%，增速比去年同期提高 4.4
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 16.5%，比一季

度加快 1.1 个百分点。在直播电商、生鲜

电商等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带动下，电商为

消费市场注入更强动力。

直播电商表现出
强大带货能力

“做主播有几年了，带货量一年比一

年大。”电商主播徐菲从 2016 年就开始了

自己的直播带货之路，经过 5年多的历练，

今年在“618”促销期间单日带货销售额破

2000万元。在她看来，直播行业将越来越

成熟，消费者也更加理性，主播需要更加

垂直、专业，才能更好地服务消费者。

近年来，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

直播电商表现出强大的带货能力。商务

部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研究院发布的

《2021 年中国直播电商产业研究报告》显

示，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

达 6.17 亿 ，其 中 电 商 直 播 用 户 达 3.88
亿。 2020 年，我国直播带货整体规模突

破 1 万亿元，预计 2021 年将接近两万亿

元的规模。商务部 4 月底举办的“双品

网购节”（品牌建设和品质消费）活动期

间，全网直播约 71 万场次，累计 40 亿人

次观看。

线下商场和购物中心也在加速拥抱

直播带货这种新业态。今年上半年，银泰

百货直播销售额同比大幅度增长。在线

下商场，直播带货还催生了直播销售员这

个新职业。和传统销售员不同，他们的主

要工作是服务直播间的顾客，确保顾客能

够获得优质的购物体验。

得益于直播带货的发展，线上线下消

费模式相互融合的步伐加快。新技术、新

商业模式改变原有的消费模式，直播带货

打通了线上线下众多消费场景，为消费者

提供了优质的购物体验。

升级类产品销售快
速增长

上半年，在新业态的带动下，消费升

级类商品增长有所加快。二季度，化妆

品、金银珠宝和体育娱乐用品类商品零售

额两年平均增速比一季度分别加快 3.2、

1.7 和 2.9 个百分点。

“ 小 而 美 ”的 网 络 品 牌 成 为 消 费 亮

点。这类品牌创立时间普遍较短，经过网

络培育，在细分领域快速形成较强竞争

力。在“双品网购节”活动中，部分洗地

机、电动牙刷、彩妆等“小而美”网络品牌

零售额同比增速均超过 100%。

个性化定制成为消费新趋势。电商

平台充分发挥大数据优势，精准匹配供给

端和需求端，不断满足年轻群体的消费需

求。在“双品网购节”活动中，定制家具网

络零售额同比增长 95.4%。

上半年，在线服务消费也在加快恢

复。“双品网购节”活动期间，在线餐饮销

售额同比增长 51.1%。上半年，我国餐饮

收入同比增长 48.6%，餐饮消费规模基本

恢复至 2019 年同期水平。各地依托智慧

旅游平台，对客流进行精准预测和管理，

在线旅游销售额同比增长 3.3 倍，高品质

出游趋势明显。

消费市场稳步恢
复、持续回暖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

国消费市场总体呈现稳步恢复、持续回

暖的发展态势，对经济稳定恢复起到重

要 支 撑 作 用 。 上 半 年 ，我 国 社 会 消

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3%，消费

对 GDP 增 长 贡 献 率 回 升 到

61.7%。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

售 总 额 与 2019 年 比 较 ，增 幅

达 到 9% ，其 中 一 季 度 增 长

了 8.5%，二季度增长 9.4%，

二 季 度 比 一 季 度 加 快 0.9
个百分点。

汽 车 等 大 宗 消 费 较

快 增 长 。 上 半 年 汽 车 零

售 额 达 到 2.2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0.4% ，对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贡 献 率 达

到 13%。

文化旅游消费加快恢

复 。 电 影 票 房 收 入 恢 复 到

2019 年 同 期 近 90% ，铁 路 和

民航客运量恢复到近 80%，红

色 旅 游 、乡 村 旅 游 、自 驾 游

红火。

绿色健康智能消费备受青睐。

比如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汽车销量比重

达到 9.4%，5G 手机出货量占手机出货量

的 73.4%。

“ 随 着 我 国 经 济 持 续 稳 定 恢 复 ，疫

情防控更加精准有效，各项政策措施落

地 见 效 ，居 民 消 费 信 心 逐 步 增 强 ，预 计

消 费 市 场 总 体 将 会 继 续 朝 着 回 暖 向 好

方 向 发 展 。”商 务 部 市 场 运 行 和 消 费 促

进司司长朱小良说，商务部将坚定实施

扩大内需战略，推进落实全面促进消费

各 项 举 措 ，进 一 步 激 发 市 场 活 力 ，释 放

消费潜力。

下图：5 月 29 日，在浙江湖州德清县

康乾街道农产品种植基地，大学生志愿者

通过网络直播帮助果农推销蓝莓。

王树成摄（影像中国）

今年上半年，直播电商等新业态快速发展，在线服务消费加快恢复

电商 激发更大消费潜力
本报记者 王 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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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时代，线下门店不能掉队。

近年来，我们每年都参加线上平台的大

型促销活动。特别是在电商平台举办的

购物节期间，门店与线上的联动更加密

切。我们通过多样化活动，打通线上线

下，吸引更多的客户进店，门店在“618”
促销期间的日均订单量大幅增长。

——鲜花店店长杨洁

拥抱互联网给线下实体店带来了实

实在在的变化。通过线上流量转化，线

下门店销售额迅速增长。同时，门店也

在积极探索数字化升级，通过建立会员

社群、开展直播等形式，为

消费者提供更加精准、

多样的服务。

——酒类销售门

店经营者刘芷瑶

过 去 ，小 县 城

的居民想买大家电

不太方便。如今，随着

电商渠道扩展到县乡市场，

小地方的消费者也能享受到跟大

城市一样优质的商品和服务。快

递物流更加便利，我们可以送货上

门并进行安装，这让消费者更愿意

花钱，获得感和幸福感更强了。

——家电专卖店店长刘婷婷

畜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为深入贯彻

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推动畜牧业高

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运用法治方式推动畜牧业转型

升级和持续健康发展，今年 5 月至 7 月，全国人大常委

会组织执法检查组分别赴内蒙古、吉林、湖南、四川、云

南、青海等 6 个省（区）开展检查。

检查组指出，畜牧法在各地各部门得到了有效实

施，畜牧业转型升级正在加速推进，但我国畜牧生产方

式总体上还比较粗放，产业体系还不完善，疫病防治和

养殖污染问题尚未彻底解决，绿色优质畜产品供给还

不能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稳产保供压力巨大。

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亟待加强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一件事。”吴买生自豪地对

检查组说。

吴买生是湖南省湘潭市农业农村局一名研究员，

从事沙子岭猪的保种选育工作 37 年。为让老百姓吃

上“放心肉”，他领衔的科研团队开展多项技术研究，致

力于保护与开发沙子岭猪这一已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

源保护品种名录的遗传资源。作为国家级畜禽遗传资

源保种场，沙子岭猪资源场主要承担沙子岭猪资源保

护、湘沙猪配套系育种等工作。

检查组了解到，农业农村部组建了国家畜禽遗传

资源委员会，负责全国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与管理工作；

目前国家级保护地方品种有 159 个，各地依法确定省

级保护品种 260 个；建成国家级畜禽保种场 167 个、保

护区 26 个、基因库 6 个，各地共设省级保种场（区、库）

458 个……这些数据显示，我国畜禽遗传资源保护正

有序开展。

畜牧法规定，“国家建立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制度。”

检查组发现，这条规定的落实亟待加强。受国外引进

品种冲击、地方品种开发利用滞后和畜禽遗传资源保

护经费投入不足等因素影响，全国超过一半的畜禽地

方品种数量呈下降趋势，18％的畜禽地方品种处于濒

危和濒临灭绝状态，如宁夏中卫山羊核心种群存栏已

不足 3000 只，青海全省存栏八眉猪种猪仅 500 头，保种

形势极为严峻。

检查组还发现，法律关于建立畜禽良种繁育体系

的规定尚不到位，主要畜禽品种育种存在体系不完

善、新技术应用滞后、育种投入不足且缺乏持续性、

主要疾病仍未净化、地方特色畜禽资源开发利用不

足等共性问题。

我国地方猪种资源丰富，具有繁殖性能好、适应能力强、肉质品质好等特点，但

由于缺乏保护和开发利用，品种性能不断退化，存栏数量锐减。湘村高科农业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文莲向检查组建议，大力开发我国地方猪种资源。“政府应加大

引导，着力培育消费市场，通过产学研一体化的技术支撑，培育能够参与市场竞争

的优良品系，推动我国地方猪产业高质量发展。”

检查组强调，落实畜牧法关于对加强畜禽遗传资源保护、畜禽品种选育、优良

品种推广使用等规定，依法支持畜禽种业振兴。建立健全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体系，

坚持原位保护与异地保护并行、活体保护与遗传材料保护并举；加快推进育种创新

攻关，建立全国统一的标准化畜禽育种大数据平台和国家遗传评估中心，为全国畜

禽遗传改良提供技术支持；培育壮大国内育种企业，充分发挥种畜禽站和大型畜禽

养殖企业在畜禽扩繁和良种推广中的作用。

畜禽产品质量安全有待提升

“一要保证长得快，二要保证长得好，三要保证长得安全。不能乱添加对人体

有害的物质。”“好品种、好质量、好方法，才能养出好的猪、鸡、牛、羊。”5 月 31 日，检

查组在一家公司边了解畜禽饲料加工和农产品加工情况，边叮嘱公司负责人。

检查组仔细翻看日常监管资料，这里既有每天的动物卫生监督检查记录，也有

规模养禽场采样及相关信息调查表，全部都显示“合格”。

检查组了解到，目前，质量安全监管日益强化。各地各部门依法加强对畜禽

饲养环境、种畜禽质量、饲料和兽药等投入品的使用以及畜禽交易与运输的监督

管 理 ，确 保 畜 禽 产 品 安 全 。 2020 年 ，全 国 饲 料 、兽 药 投 入 品 抽 检 合 格 率 达 到

98.1％，5 年未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件，全国生鲜乳违禁添加物已连续 12 年保持

“零检出”。

但检查组也发现，我国畜牧产业发展面临着饲料供给不足、养殖用地难、环保

压力大、畜产品加工流通发育滞后等突出问题，影响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亟须补

齐短板弱项，提升全产业链发展水平。

科技部在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指出，随着食品安全上升为国家战略，畜产

品质量安全的社会关注度越来越高。需要进一步加强畜产品质量安全过程控制技

术研发，建立从源头治理到终端追溯的监控体系，加快畜产品安全关键检测技术创

新和应用，实现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管理。

检查组建议，贯彻落实好畜牧法关于支持畜牧业发展、培育畜牧兽医人才、财

政金融政策、保障畜禽养殖用地、扶持畜禽批发市场建设等法律规定，发挥政策引

导作用，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保障。完善扶持政策，强化金融支持，保障

合理用地需求，加快人才队伍建设，提高组织化水平。

畜牧业绿色发展应依法落实

检查组所到之处，无论是在规模养殖场、畜禽屠宰场，还是在病死动物无害化

处理等场所，都可见悬挂和张贴的畜牧法宣传标语。

此次执法检查，除了常规检查以外，为增强检查实效，还随机进行了抽查。

5 月 29 日下午，抽查小组在丘陵山地驱车颠簸近 2 小时来到湖南永州市冷水

滩区一家种养专业合作社。这里存栏 65 头肉牛。

如果不说，还真不知道这是一家养牛场。一眼望去，果树林立，环境优美，没有

一点异味。

“你知道饲料中不能加哪些东西吗？”

“瘦肉精、三聚氰胺……”面对抽查小组的提问，合作社理事对这些违禁品一一

道来。

“你们要严格控制，千万不能添加违禁品。”抽查小组现场叮嘱。

只见每头牛的耳朵上都挂有一个标牌，相当于牛的“电子身份证”，可以跟踪

溯源。

接着，抽查小组又来到牛圈查看牛粪处理。听理事介绍，这里的牛粪通过直接

发酵，可用作有机肥料种果树。“你们看，对面山上的果树都是用的这种肥料，长得

好咧！”

抽查小组对这种种养结合的方式很赞赏，“这符合环保的理念。”

6 月 2 日，检查组在湖南长沙宁乡花猪养殖示范场，通过视频了解现代化养

猪。这里设有隔离舍、公猪舍、保育舍、育肥舍及配套用房，全部实现了闭环的全自

动、高智能、达标排放。从猪舍到猪场，再到外围，严格区分净污两条道，进行功能

化分区管理。依托智能化设备、自动化测定系统和信息化管理系统，管理人员无需

进场，通过远程管理，就可对猪场经营管理的数据了如指掌。

检查组所到的生态农业公司，大多坚持生态绿色的理念发展生产，对养殖粪污

进行了有效利用，实现生猪生产和生态环境同步协调发展。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养

殖环保压力仍较大。目前，全国每年畜禽粪污产生量约 38 亿吨，综合利用率仅

70%，成为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来源。有的地方养殖环境越来越差，部分地区生态

环境容量达到极限；有的地方片面强调畜禽养殖污染问题，“一刀切”划定禁养区，

甚至出现“一禁了之”“一关了之”现象。

检查组强调，要依法推动畜牧业绿色发展。提升畜牧业生态服务功能，突出绿

色发展导向，是实现畜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法律对禁止在特定区

域建设畜禽养殖场、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推动粪污资源化利用等都有明确规

定，要不折不扣执行到位，推进畜禽养殖和环境保护并重，促进种养结合，推动形成

绿色生产方式，加快发展环境友好型畜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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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直播带货发展

迅猛，不但拉近了买卖双方距离，

带来了消费新体验，还激发了购物

需求，尤其对农村地区拓宽农产品

销路带来了较大帮助。

快速发展的同时，一些直播间

的售假问题随之浮现。对此，监管

部 门 积 极 作 为 ，今 年 5 月 施 行 的

《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

将网络直播营销“台前幕后”各类

主体纳入监管范围，这一举措让不

少消费者拍手叫好。

近些年，电商行业发展如火如

荼，直播带货、反向定制、门店到家

等新业态快速兴起，为消费者提供

了丰富多样的选择，为商家创造了

新的市场机遇，为扩大消费贡献了

重要力量。我国市场规模居世界

前列，消费升级方兴未艾，未来电

商行业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这对自身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行

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从业人员的

自律，更离不开有效的监管。近期

一系列监管政策的发布实施，加强

了 电 商 行 业 管 理 ，提 高 了 从 业 门

槛，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更

多保障。

当 前 ，消 费 市 场 稳 步 恢 复 、持

续 回 暖 ，线 上 线 下 消 费 活 跃 。 相

信 在 各 方 共 同 努 力 下 ，更 健 康 的

电 商 行 业 生 态 ，将 为 消 费 者 带 来

更 好 的 体 验 ，从 而 进 一 步 扩 大 消

费 需 求 ，为 推 动 高 质 量 发 展 持 续

注入新动能。

优化行业生态 助力消费增长
白真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