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洪博：丹东市居民消费现状及消费潜力分析

本文围绕 2011-2021 年间，丹东市居民消费总量和结构的动态演变，分别从

消费能力和消费习惯两个方面对丹东市居民消费现状和消费升级潜力进行分析。

关于消费能力通过 2011-2021 年间人口变化、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城乡人均生

活消费支出计算丹东市居民收入和消费总量，通过居民储蓄变化、城乡消费结构

和社会保障水平等数据对丹东市居民消费潜力进行分析，进而分析丹东市居民总

体消费习惯和消费升级能力。

一、2011-2021 年间影响居民消费潜力因素变化情况

（一）消费人口数量及质量

人口的三种变化会对地区消费总量产生影响：

1.人口数量变化。

人口数量增加意味着消费人口的增加，随之带来的是社会消费体量的增长，

这种正向拉动也代表一个地区对人口的吸引力或该地区人口对生育的信心较大，

是地区软实力的表现。

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向大型城市集中将是趋势，人口外流将成为常态。同

时低生育率也将影响消费的增长。第七次人口普查丹东市人口较 2010 年第六次

人口普查减少了 256261 人，减少 10.48%，年平均增长率为-1.1%。

2.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

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必然会影响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丹东市作为消费主力

的 15-64 岁的人群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占比上都在减少。而消费升级能力低的 65

岁以上人群则是数量和占比却双双上涨。同时 2020 年丹东市 55-64 岁人群达到

了 424370 人，占丹东市人口 19.4%，未来十年老龄化将持续加速。



六人普与七人普个年龄层人口对比

3.人口城镇化水平。

第七次人口普查丹东市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 68.88%，较第六次人口普查

提高了 8.54 个百分点。同时 2021 年，丹东市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值为 1.72，

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比值为 1.62。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人均

生活消费支出也随之提高。

（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化情况

丹东市常住居民 2021 年总收入约为 662.4 亿元。丹东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34804 元，名义增长 7.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8%；农村常

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218 元，名义增长 9.6%，实际增长 8.9%。城乡居民人

均收入比值为 1.72。

从 2011 年以来，丹东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城镇常住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11 年的 14535.9 元到了 2021 年的 34808 元，年平均上涨

9.1%。乡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13 年的 10468.2 元到 2021 年的 20218

元（丹东市乡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13 年开始统计），年平均上涨 8.6%。



丹东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变化情况

（三）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变化情况

丹东市常住居民 2021 年总消费约为 441.3 亿元，城镇常住居民人均生活消

费支出 22881 元，名义增长 13.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10.9%；农村常住

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14152 元，名义增长 10.6%，实际增长 7.8%。城乡居民人

均消费比值为 1.62。

从 2011 年以来，丹东市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城镇常住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11 年的 14535.9 元到了 2021 年的 34808 元，年平均上

涨9.1%。乡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3年的10468.2元到2021年的20218

元（丹东市乡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13 年开始统计），年平均上涨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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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居民储蓄变化情况

2011 年以来，丹东市住户存款常年保持 10%以上的增长率。2011 年丹东市

住户人民币存款 776.2 亿元，到 2021 年，丹东市住户人民币存款为 2460.6 亿元，

年平均上涨 14%。消费的增长低于收入的增长，而储蓄的增长则高于收入增长。

说明居民的消费意愿和动力不足，这也符合老龄化人口结构的基本特征。

（五）、社会保险及医疗保险



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居民缴纳社保和医保意识的提高。丹东市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和医疗保险基金的整体规模也在不断增大。基本养老保险参

保人数由 2011 年的 77.4 万人增长到 2021 年的 112.8 万人，年度征缴养老费由

2011 年的 19.3 亿元增长到 2021 年的 52.5 亿元；医疗保险基金从 2011 年的 7.4

亿元增长到 2021 年 22.6 亿元。

二、消费潜力的预测

（一）不利因素

1.人口的流出和老龄化的结构性变化，使得消费人口质量下降，消费升级动

力不足。

人口数量的增长必然带来消费总量的增加，反之亦然。随着大型城市群的建

立，对人口的吸引力将持续增强，未来人口更多是在城市与城市、城市与乡镇之

间移动。发达地区会不断得到欠发达地区的人口输入。丹东人口总体流出态势将

是长期的，丹东市人口加速外流趋势若不改变，将使消费市场总量下降。

根据《中国人口老龄化和城镇化对未来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2016 年 11

月朱勤魏涛远）显示中国居民消费总体上呈现比较显著的年龄特征，青年和中年

时期的人均总消费支出较高，少儿和老年时期支出较低；不同种类的单项消费在

不同的年龄段阶段性差异较为明显。老龄化同时带来医药、食品等生存类商品的

增长，而服装、家电、通讯器材和化妆品等升级类商品的消费则相应减少。导致

消费升级动力不足。同时造成居民储蓄增长，而消费总量相应减少。

2.城镇化潜力不足，难以推动消费增长。

城镇化使得大量人口进入城市居住和消费，有利于生产力集约化和消费市场

的发展；同时可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丹东市人口城镇化

率已经达到 68.88%。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城镇化率达到 70%后便会趋于平稳，丹

东市城镇化水平已经接近瓶颈。随着扶贫攻坚及乡村振兴政策的落地，乡村人均

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流向城镇的人口将减少，未来乡村进入城镇的人口将不可避

免的减少。

（二）有利因素

1.随着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利于消费保持增长。

居民收入的提高是推动商贸发展的根本动力，随着扶贫攻坚的全面胜利和分

配制改革的深化，必将使得居民人均收入长期呈现增长态势，有利于消费品市场

长期稳定运行。

2.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将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



近年来，丹东市社会保障体系得到长足发展，城乡养老、医疗保障制度建设

取得突破性进展，各项社会保险覆盖人数迅速增长，资金规模进一步扩大，保障

水平逐步提高，管理服务网络不断完善，不仅为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发挥了重

要作用，同时也消除居民生活后顾之忧，使其在“能消费”基础上，“敢消费”、

“愿消费”，进一步释放居民消费潜力。

3.居民储蓄将成为最大的消费“蓄水池”。

丹东市住户存款常年保持 10%以上的增长率，高于居民消费增速，虽然说明

居民消费信心不足，消费观念趋于保守。但若能增强居民消费信心，改变消费观

念，大量居民储蓄将为丹东市消费市场发展提供长期的支撑。

三、全力释放消费潜力

（一）扩大居民需求。

消费是因需求而产生的，释放消费潜力本质上就是扩大需求。要根据丹东市

未来发展方向，着力扩大丹东市信息消费、养老消费、健康消费，促进新型电子

产品、智能家电、节能汽车等热点消费，发展为民利民的生活服务消费，形成有

效、持续的消费热点，带动相关行业发展。同时大力发展实体产业，扩大就业人

群，带动整个地区居民收入提高，进而促进消费市场发展，通过丹东产业发展必

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消费水平。

（二）扩大消费人群

一方面要推出更为积极的人口引进政策。公安、医疗、教育、社保等相关部

门要为人口引进开放绿色窗口，同时推出人才购房补贴、住房补贴等补贴政策，

解决好人口落户最为困难的住房问题，全力做好人口引进工作。同时要在落实民

生、就业、医疗、教育、市政及环境治理等各个方面政策时，将群众的需求放在

首位，为市民打造一个公平、宜居、幸福的家园。另一方面有针对性的依托丹东

本地特殊的地理和区位优势，吸引全国各地尤其是周边游客来丹观光旅游，通过

提供特色商品、绿色餐饮、一流服务，带动住宿、餐饮业等行业消费。

（三）拓宽消费市场空间。

在商家层面，引导和鼓励零售、餐饮等商贸流通企业应根据居民消费的整体

情况，兼顾地区差异和不同消费群体，加快线上线下融合，积极发展电子商务，

促进便利实惠消费，促进线下销售。在区域消费层面，出台相应的扶持和优惠政

策以及管理条例，对商家加以引导和帮助，推进农村电商发展，通过物流网络、

买卖终端等基础设施建设，使丹东市农村网购、网销渠道更加便利。以汽车、住

房、数码科技等适销对路产品为切入点，引导消费者在本地消费，减少消费外流

的情况，同时加强对消费者权益的维护，打造良好的消费环境。

（四）打造面向未来的商业布局



以业态调整、商业网点的规划和合理布局为重点，进一步规划好、引导好商

贸流通的发展重点和发展方向。要在市区和重点县区建成一批以建筑建材、品牌

服装、小商品为重点的综合批发市场，以汽车和农机销售维修、车辆检测和美容

为一体的机动车辆综合服务中心，以放心早餐配送工程、熟食加工中心、蔬菜直

销、农超对接为重点的社区便民服务站，降低流通成本，促进消费增长。要进一

步强化服务意识，制定规则，发挥政策性导向作用，进一步促进商贸流通业城乡

一体化发展。适度调整布局，合理布点，做大做强，进一步改善城乡居民的消费

硬环境和消费需求的软环境，使商贸流通业的档次得到明显提升，从而为丹东市

商贸流通业的又好又快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者单位：丹东市统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