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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基数下社零同比增长 33.8%，线上消费表现强劲 

 ——2021 年 1-2 月社零数据观察 

1-2 月份，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9737 亿元，同比增长 33.8%；

较 2019 年 1-2 月份增长 6.4%，两年平均增速为 3.2% 。除汽车以外的

消费品零售额为 63076 亿元，同比增长 30.4%，两年平均增长 2.9%。限

额以上消费品零售总额 24375 亿元，同比增长 43.9%，增速较 12 月回

升 37.5 个百分点。由于低基数效应，1-2 月社零同比大幅增长，但两年

平均增速低于疫情前水平，国内消费仍未完全消化疫情带来的影响。但

是，随着疫苗接种的普及以及双循环政策下，消费或将进一步提振。 

从经营单位上看，1-2 月份，因就地过年政策导致返乡人员减少，

城镇消费品零售额（同比+34.9%）较乡村恢复快（同比+26.7%）。从

消费类型上看，1-2 月份的商品零售和餐饮收入较 2019 年同期增速分别

为+6.5%和-3.9%，说明商品零售恢复良好，但餐饮收入仍受疫情影响尚

未完全恢复。春节前局部地区疫情反复，影响公司大型聚餐，导致限额

以上餐饮企业收入增速低于整体水平。就地过年政策叠加线上年货节，

居民线上消费火热，线下消费向线上转移，线上零售势头良好。 

1-2 月份，必选消费品增速保持稳健，其中，烟酒类和日用品类增

速亮眼。低基数效应叠加春节走亲访友的需求，烟酒类需求大涨，1-2

月份烟酒类零售额同比增长达 43.9%；线上、线下年货节的打折促销，

刺激了方便囤积的日用品商品的需求，日用品零售需求同比增长 34.6%。 

1-2 月份，可选消费品中汽车销量与 2019 年基本持平，仍处于恢复

状态；由于原油价格在 1-2 月走强，石油及石油制品 1-2 月份月均零售

额较前值有所下降。地产相关类商品，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家具类

和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受益于房地产行业恢复，零售额累计同比持续恢

复，但建筑及装潢材料类需求仍未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其他可选消费品

中，金银珠宝和通讯器材类表现亮眼，尤其在春节黄金周期间，重点监

测零售企业的金银珠宝销售较去年同期增长 160.8%，销售高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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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月社零数据点评 

由于 2020 年 1-2 月份的社零数据基数效应过大，与其相比意义不大，因此，本文主要将社零数据与 2019 年同

期数据进行比较。2021 年 1-2 月份（下称“1-2 月份”）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9737 亿元，同比增长 33.8%（图

1）；较 2019 年 1-2 月份增长 6.4%，两年平均增速1为 3.2%。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总额 24375 亿元，同比增长 43.9%，

增速较 12 月回升 37.5 个百分点。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为 63076 亿元，同比增长 30.4%，增速较 12 月份回升

34.5 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 2.9%。对比 Wind 公开的 13 家预测机构的社零预期平均值（31.9%），1-2 月份社零

同比增速（33.8%）略高于市场预期。2019 年 1-2 月社零同比增速为 8.2%，由于从长期历史数据上看，社零同比增

速稳中有降，所以如果没有疫情影响，我们估计社零两年平均增速在 7.8%-8%左右，而因疫情的发生，真实的两年

平均增速为 3.2%。因此，由此可见，消费没有真正恢复到常态，消费受疫情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化；但 1-2 月份社

零较 2019 年同期相比增长 6.4%，且未来在疫苗接种普及和促消费政策的刺激下，消费需求或将进一步提振。 

 

图 1：社零当月值与当月同比增速（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从经营单位来看，1-2 月份，城镇消费品零售总额 60552 亿元，同比增长 34.9%，增速较 12 月份提高 30.5 个百

分点，两年平均增长 3.4%；乡村消费品零售总额 9185 亿元，同比增长 26.7%，增速较前月增加 20.8 个百分点，两

年平均增长 1.3%。受就地过年政策的影响，返乡人员减少导致乡村消费增速低于城镇。 

 

1 两年平均增速是指以 2019 年相应同期数为基期，采用几何平均的方法计算的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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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按经营单位划分的社零同比增速（单位：%）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从消费类型上看，1-2 月份，商品零售 62651 亿元，同比增长 30.7%，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6.5%，两年平均增

速为 3.8%；餐饮收入 7085 亿元，同比增长 68.9%，较 2019 年同期下降 3.9%，两年平均下降 2.0%。限额以上单位

餐饮收入 1459 亿元，同比增长 61.8%，略低于整体餐饮收入增速。商品零售恢复良好，但餐饮收入仍受疫情影响

尚未完全恢复。限额以上餐饮收入增速低于整体餐饮收入增速，或因 1-2 月局部地区疫情反复影响公司年会和大型

聚餐，在一定程度上对限额以上餐饮企业经营形成冲击。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春节期间零售和餐饮表现良好，商务

部数据显示，春节黄金周期间（2 月 11 日-2 月 17 日）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 8210 亿元，比 2020

年春节黄金周增长 28.7%，比 2019 年春节黄金周增长 4.9%。 

 

图 3： 按消费类型划分的社零同比增速（单位：%）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线上消费保持良好势头。1-2 月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 17587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2.5%，两年平均

增长 13.3%，线上零售增速回升强劲。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14412亿元，同比增长 30.6%，两年平均增长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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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商品中，吃、穿和用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41.6%、44.3%和 25.1%，两年平均分别增长 33.8%、8.7%和 16%。

从总额上看，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零总额超五分之一，对社零贡献不小。从两年平均增速看，实物商品网上零

售增速较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增速大，对网上零售额增速产生正面拉动作用；其中，在实物商品中，吃类商品增速

远超其他两类，也在一定程度上正面拉动了网上零售额的增速。线上零售增长较快，可能是由于就地过年政策，叠

加春节前后各平台线上年货节，导致线下消费向线上消费转移。 

 

图 4：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累计值及同比增速（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二、必选消费品与可选消费品 

（一）必选消费品增速保持稳健 

必选消费品中限额以上粮油食品、饮料、烟酒、服装鞋帽纺织品、日用品类和中西药品类零售额同比（图 5）

分别为 10.90%、36.90%、43.90%、47.60%、34.60%和 16.90%，增速较 12 月份分别增长 2.7、19.8、23.0、43.8、

26. 6 和 4.8 个百分点。必选消费品具有防御属性，整体保持稳健增长。烟酒类 1-2 月份较上一年同期同比增长高达

43.9%，除了低基数效应外，可能的原因是春节期间居民拜访亲友的需求大，刺激烟酒类零售需求。线上年货节在

1 月 20 日拉开序幕，各种促销活动刺激居民消费需求，打折、促销等活动刺激居民大量屯购可以储存的日用品，

日用品类商品销售增速较前月也出现较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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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必选消费品类零售额同比增速（单位：%）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二）可选消费品销售快速增长 

1. 汽车与石油相关类 

1-2 月份，限额以上汽车零售额为 6661 亿元，同比增长 77.6%。从销量上看，乘用车零售方面，乘联会数据显

示，2021 年 1 月和 2 月，狭义乘用车市场零售 216 万辆和 118 万辆，同比增长 25.72%和 372.9%，同比大幅增长的

原因是 2020 年同期受到疫情影响严重，造成同比基数较低；1、2 月狭义乘用车销售量与 2019 年同期乘用车销量

数据相比基本持平，表明汽车市场消费仍处于恢复水平。为剔除春节因素的影响，我们将 1 月和 2 月的乘用车销量

数据做简单平均，然后再与上一年 12 月份的数据计算环比进行分析，由于 2020 年 1-2 月受到疫情影响较大，故在

环比分析中不考虑该年份。从图 6 可以看到，从过去十年的 1-2 月月均乘用车销量与前一年 12 月的销量环比来看，

乘用车销量环比降幅从 2015 年后有所扩大，自 2017 年之后降幅有所收窄；而今年 1-2 月份月均乘用车销量环比 12

月份下降 26.98%，较 2019 年同期跌幅继续扩大 2.3 个百分点，可能是由于春节期间响应就地过年政策，影响返乡

购车需求。 

从图 7 可以看出，石油及石油制品的零售额与汽车零售额走向存在较高一致性。1-2 月份，石油及石油制品的

零售 2738 亿元，同比增长 21.9%；1-2 月月均石油及石油制品零售额为 1369 亿元，较 12 月份下降 21.41%。今年

以来，布伦特原油期货合约结算价不断走高，2 月底结算价已超过 66 美元/桶，原油价格的走高可能是石油及石油

制品零售额较前月数据下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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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近十年 1-2 月月均乘用车销量较上一年 12 月份环比增速（单位：%）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图 7：汽车、石油及石油制品类零售额当月值及同比增速（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2．地产后端商品 

1-2 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和房屋竣工面积持续改善。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图 8 和 9），1-2 月份，商品房销

售面积 17363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05 倍，与 2019 年同期相比增长 23.1%，两年平均增长 11%，房地产销售增速

显著；房屋竣工面积实现 13525 万平方米，累计同比增速为 40.4% ，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8.2%，两年平均增长 4%。

今年 1-2 月份房地产销售较强劲，从而带动后端家用电器、家具和建筑装潢材料领域。 

-40

-35

-30

-25

-20

-15

-10

-5

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1

-60
-40
-20
0
20
40
60
80
100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2
01
7
-0
2

2
01
7
-0
4

2
01
7
-0
6

2
01
7
-0
8

2
01
7
-1
0

2
01
7
-1
2

20
18
-0
2

2
01
8
-0
4

2
01
8
-0
6

2
01
8
-0
8

2
01
8
-1
0

2
01
8
-1
2

2
01
9
-0
2

2
01
9
-0
4

2
01
9
-0
6

20
19
-0
8

20
19
-1
0

2
01
9
-1
2

2
02
0
-0
2

2
02
0
-0
4

2
02
0
-0
6

2
02
0
-0
8

2
02
0
-1
0

2
02
0
-1
2

2
02
1
-0
2

零售额:汽车类:当月值 零售额:汽车类:当月同比

零售额:石油及制品类:当月同比



 

 

                        7 / 10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免责声明 

2021 年 3 月 19 日 

远东研究·宏观经济专题 

 

图 8：2017-2021.02 商品房销售面积（单位：亿元，%）         图 9：2017-2021.02 房屋竣工面积（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1-2 月份地产相关类商品，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家具类以及建筑及装潢材料类，限额以上零售额分别为 1152

亿元、223 亿元和 221 亿元，较 12 月份增速分别为+14.15%、+14.95%和-2.6%，累计同比分别为 43.20%、58.70%

和 52.80%（图 10）。三类房地产相关商品与商品房销售面积呈现高度一致性，零售额累计同比均持续恢复。 

 

图 10：地产相关类商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速（单位：%）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家用电器类 

1-2 月份，限额以上家用电器类零售额较 2020 年同期大幅上升（43.2%），但是较 2019 年同期下降 4.87%，两

年平均增速为-2.47%，增速处于下行区间，需求短期有所下滑。从短期来看，由于家用电器类原材料部件价格有所

上升，1 月家电销售价格有一定幅度上升。从销量来看，根据产业在线数据（图 11），1 月份，以家用电器类的空

调、冰箱和洗衣机为例，这三类家用电器的销量分别为 1406 万台、794 万台和 633.5 万台，同比增长 48.1%、41.20%

-60
-40
-20
0
20
40
60
80
100
120

0

50000

100000

150000

200000

20
17
-0
2

20
17
-0
5

20
17
-0
8

20
17
-1
1

20
18
-0
2

20
18
-0
5

20
18
-0
8

20
18
-1
1

20
19
-0
2

2
0
19
-
05

20
19
-0
8

20
19
-1
1

20
20
-0
2

2
0
20
-
05

20
20
-0
8

20
20
-1
1

20
21
-0
2

商品房销售面积:累计值

商品房销售面积:累计同比

-30
-20
-10
0
10
20
30
40
50

0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100000

120000

20
17
-0
2

20
17
-0
5

20
17
-0
8

2
0
17
-
11

20
18
-0
2

20
18
-0
5

20
18
-0
8

20
18
-1
1

20
19
-0
2

20
19
-0
5

2
0
19
-
08

20
19
-1
1

20
20
-0
2

20
20
-0
5

20
20
-0
8

20
20
-1
1

2
0
21
-
02

房屋竣工面积:累计值

房屋竣工面积:累计同比

-60

-40

-20

0

20

40

60

80

100

120

零售额: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累计同比
零售额:家具类:累计同比
零售额:建筑及装潢材料类:累计同比
商品房销售面积:累计同比



 

 

                        8 / 10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免责声明 

2021 年 3 月 19 日 

远东研究·宏观经济专题 

和 11%。受到春节错期效应以及去年低基数的影响，三类家电 1 月份同比增速均大幅上升；春节错峰消费带动家电

销量，线上家电持续保持高景气度，零售同比大幅提升。 

 

图 11：三类家用电器销量同比增速（单位：%）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家具类、建筑及装潢材料类 

1-2 月份，限额以上家具类和建筑类及装潢材料类零售额（图 12）较去年同期同比分别增长 58.7%和 52.8%，

较 2019 年同期分别下降 13.23%和 16.29%，需求仍未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图 12：家具类、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同比增速（单位：%）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3. 其他可选消费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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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份，限额以上化妆品类、金银珠宝、通讯器材类和文化办公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分别为 558、545、1005

和 515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40.7%、98.7%、53.1%和 38.3%，增速较 12 月份分别增长 31.7、87.1、32.1 和 28.7 个

百分点，较 2019 年 1-2 月增长 23.73%、7.92%、36.55%和 16.25%。春节前后，受制于境外出行受限，境外消费回

流，消费转向国内，可选商品类消费迎来增长。其中，金银珠宝表现亮眼，尤其是春节黄金周，零售额较去年同期

增长 160.8%，可能的原因是春节黄金周期间恰逢情人节叠加 1 月以来国际黄金价格有所下跌，导致需求大幅上涨。

通讯器材端方面，1-2 月智能手机合计出货量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32%，增速较快，主要是由于春节期间为通讯器材

消费旺季，加上新机型发布，销售表现良好。化妆品类 1-2 月份的销售保持前几个月态势，继续高增；文化办公用

品 1-2 月份的销售也保持稳定增长。 

 

图 13：金银珠宝、化妆品、通讯器材和文化办公用品类零售额同比增速（单位：%）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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