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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宏观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

一、内蒙古新型消费发

展特征

（一）品质化发展：耐用品

消费和服务消费比重上升

当前，内蒙古居民消费呈现

出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耐用品

家庭保有量提升、服务消费持续

增长的特征。内蒙古城镇居民、

农牧民恩格尔系数分别由 2000

年的 34.5% 和 44.8% 下降到 2020

年的 28.0% 和 30.6%，消费呈持

内蒙古新型消费发展现状

续升级态势，城乡居民生活水平

不断提高（图 1）。城镇家庭由

2014 年每百户拥有汽车 28.7 辆

快速增长到 2020 年的 54.4 辆，

家用电脑由每百户 56 台增长到

2020 年 的 64.1 台， 农 村 牧 区 家

庭的耐用品保有量也处于提升态

势。全区居民消费从“买商品”

向“享服务”转变，城镇居民

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

的比重由 1995 年的 4.0% 上升到

2020 年的 8.5%，交通和通信消

费支出比重由 1995 年的 5.0% 上

升 到 2020 年 的 15.6%（ 图 2）。

旅游、健康等服务消费已成为内

蒙古大众化消费热点（图 3）。

（二）智能化发展：信息类

消费及信息化消费方式蓬勃发展

新一代信息技术飞速发展，

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

融合，新型消费呈现出显著的智

能化特征。信息消费已成为继住

房、汽车后的全新消费热点与亮

点。从服务消费看，内蒙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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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0-2020 年内蒙古居民恩格尔系数趋势图
数据来源 ：2021 年内蒙古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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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主体不断增加，供给质量和

水 平 不 断 提 高。2020 年， 全 区

4G 移动电话用户 2404.6 万户，

较 2018 年增长 7.8%，互联网用

户 3297.2 万户，移动互联网接入

流量 32.6 亿 GB，分别较 2016 年

增长 33.9% 和 24.4 倍①。从产品

消费看，以中高端移动通信终端

及智能家居产品为主的智能产品

消费需求不断增加。74.7% 的受

调查者购买过智能手机等中高端

移动通信终端及智能电视、智能

空调、扫地机器人等智能产品。

其中，38.0% 的人购买过智能手

表、运动鞋、眼镜等智能可穿戴

设备，前沿信息类产品逐步被消

费者接受（图 4）。基于互联网的

新型消费模式迅猛发展，线上交

易已经成为消费者购买商品和服

务的一种重要消费方式。受调查

人群中，89.9% 的人有通过网络

图 2   内蒙古城镇居民 1995-2020 年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的服务消费占消费总支出比重
数据来源 ：2021 年内蒙古统计年鉴。

数据来源 ：根据本课题组问卷调查结果汇总整理。

图 3   内蒙古旅游、文化体育、健康、教育培训、养老消费情况

图 4   内蒙古新型消费中产品（实物）消费情况
数据来源 ：根据本课题组问卷调查结果汇总整理。

①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的《2019 年中国数据流量行业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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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商品、服务的消费行为。在

线支付广泛应用，特别是手机支

付向生活各个领域快速渗透，丰

富了支付场景，也促进了电子商

务的发展。“租生活”开始为大

众尤其是年轻一代所接受，共享

经济快速发展，20.7% 的人有过

共享消费行为，社会资源利用效

率得以提升。

（三）绿色化发展：“绿色”“健

康”成为消费焦点

随着人们对环境和健康的

关注程度不断提高，倡导人与

自然协调发展、健康适度消费

的“绿色”“健康”消费理念逐

步深入人心，消费领域也从生

态、有机、健康食品向空气净化

器、净水器、节能节水器具、绿

色家电、绿色建材等有利于节约

资源、改善环境的商品和服务拓

展，“绿色”“健康”日益成为消

费热点。在受调查人群中，近两

年内有 78.8% 的人购买过绿色、

健康类产品，有 62.6% 的人购买

过家用 LED、卫浴节水器等节能

节水产品，25.7% 的人购买过有

绿色环保标识的绿色家电产品，

17.9% 的人购买过绿色建材，1.5%

的人购买过新能源汽车，38.9%

的人购买过空气净化器、多功能

活氧机、负离子花洒等改善家居

生活环境的产品。循环型消费也

在兴起，闲置物品回收再利用逐

渐被越来越多人接受。

（四）多元化发展：消费者

分化与消费行为差异化趋势明显

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和科学

技术的不断发展，使个性化消费

成为可能，消费需求逐步由排浪

式、模仿型、同质化、单一化向

差异化、个性化、多元化升级。

消费者多元化消费需求越来越

多，消费者分化与消费行为差异

化的趋势渐趋明显，定制化、个

性化逐渐成为潮流。

一是不同年龄人群具有不同

的消费偏好。年轻人已成为新消

费品和新服务的主要消费者，且

消费的时尚、前沿程度与年龄呈

明显的逆向分布。近两年，20 岁

以上人群中，约 7 成以上有旅游

消费，特别是介于 60—70 岁的

人群，比重更高达 88%。其主要

原因是刚退休的“银发族”，身

体健康，有精力、有时间，从而

形成 60-70 岁的旅游消费的高峰

年龄段（图 5）。在智能电视、冰

箱、空调、热水器、网管等智能

家电类产品中的消费方面，各年

龄段人群的消费者占本年龄段人

口比重差别不大。在智能可穿戴

设备和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服

务机器人等前沿信息产品的消费

方面，越年轻的群体购买的比重

越大。如智能手表、运动鞋、眼

镜等智能可穿戴设备，消费者比

重总体上随着年龄的增大而下降

（图 6）。虚拟现实（VR）、增强

现实（AR）、服务机器人等前沿

信息产品的消费，也呈这样的特

点。

二是城乡居民在新型消费方

面表现出明显差异。城镇居民新

型消费水平明显比农牧民高。从

分类别消费支出情况看，除了教

育支出的差异较小外，城镇居民

在交通、通信、文化娱乐等方面

的消费支出额明显高于农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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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内蒙古不同年龄人群旅游消费情况 图 6  内蒙古不同年龄人群购买过智能可穿戴设备的情况
数据来源 ：根据本课题组问卷调查结果汇总整理。 数据来源 ：根据本课题组问卷调查结果汇总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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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交通、通信的消费支出是农牧

民的 1.7 倍，医疗保健是农牧民

的 1.2 倍 左 右， 文 化 娱 乐 是 2.8

倍。另外，城镇居民在文化娱乐

方面的消费支出比重高于农牧民

1.1 个百分点，而农牧民教育支

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高于城镇居

民 2.9 个百分点。在消费支出水

平约是城镇居民一半的情况下，

教育投入与城镇居民基本无异，

表现出内蒙古农牧民对教育的高

度重视。

学历越高的人群对待新型

消费更为积极。根据调查，大学

本科以上学历人群中，90% 以上

都有过网络购物、线上支付的消

费经历，比重明显高于本科以下

学历人群。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20% 以上有过共享消费经历，

专科学历仅有 10.3%，高中及以

下学历为 11.3%。高中及以下、

大学专科、本科、硕士、博士研

究生人群中，有过定制消费经历

的 人 占 比 分 别 为 3.8%、2.9%、

6.0%、8.3% 和 7.1%， 大 学 以 上

学历人群的该比重同样较高。大

学本科、硕士、博士研究生分别

有 81%、88%、79% 的人有过旅

游 消 费， 有 54%、68% 和 79%

有过文化体育消费，明显高于大

学专科及以下学历人群，健康、

教育培训消费情况也有同样表现。

消费能力低下是低收入群体

新型消费受到抑制的主要因素。

调查显示，月收入 5000 元以上

人群，80% 以上的人有过旅游消

费，月收入 3001-4999 元、3000

元 以 下 群 体 该 比 重 只 有 69.3%

和 59.5%。从健康消费看，月收

入 3000 元以下、3001-4999 元、

5000-6999 元、7000-10000 元 的

人群中，有消费经历人数比重为

51.4%、48.6% 、54.6%、52.5%，

而月收入 10000 元以上的群体，

达到 70% 以上。文化体育、教育

培训大体上也属于这种情况。

二、内蒙古新型消费发展

存在的问题

（一）新型消费供给不足

受基础条件、产品服务、

创新意识等方面制约，内蒙古新

型消费领域结构性矛盾突出，中

低端化、同质化服务供给过剩与

高品质、个性化服务供给缺乏共

存，无法完全满足居民不断升级

的消费需求。调查情况显示，

13.6% 的人认为产品服务质量不

足以满足需要而制约自己的新型

消费。一是现代医疗、健康养老

服务有效供给不足。基本医疗卫

生服务城乡发展差距大，优质医

疗资源主要集中在呼包鄂等中心

城市的公立大医院，农村牧区和

欠发达地区供给明显不足。三级

医疗服务体系的并未发挥应有作

用，患者更倾向于到大城市大医

院就医，甚至赴区外发达城市就

医，使得基层医疗机构作用发挥

不充分。与医疗类似，内蒙古尚

未建立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和完

整的养老产业链，健康养老服务

与老龄化社会的要求相去甚远。

目前，内蒙古每千名老人拥有养

老床位数仅是国际标准的一半左

右。区内多数养老服务机构是为

有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提供日常

照料，反而对迫切需要养老服务

的半失能和完全无自理能力的老

人的护理服务较少。养老机构结

构不优，针对民政服务对象的公

办养老机构相对充裕 , 而普通公

众所需的社会化养老机构相对缺

乏 ；城市养护院与农村牧区敬老

院之间存在“城乡差距”；低档

养老机构床位大量闲置 , 专业化

程度较高的中高档养老机构“一

床难求”。健康养老行业服务功

能不健全、专业性不高、结构不

合理等亟需改变。二是信息类消

费受到多重因素限制。信息消费

基础环境仍需完善，多网络融合

仍然面临着如服务质量和安全性

保障不足、无缝移动的用户感知

不高、融合网络整体性能有待提

升等问题 ；信息基础设施普及率

不高 , 尤其是农村牧区基础设施

薄弱。数字内容产业发展滞后，

高品质的精品电子书、音乐、动

漫、电影、电视剧、游戏等新兴

屏幕文化产品明显供不应求 , 不

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信息消费需

求。信息技术创新不足，真正意

义上的新技术信息产品和信息内

容供给不足，信息技术创新瓶颈

成为影响信息消费的重要因素。

信息安全保障不足，中消协调查

显示，56.6% 的消费者对互联网

个人信息保护现状不满意，被泄

露或被窃取最多的是消费者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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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

了信息消费规模的扩大。

（二）消费不可持续问题凸

显

当前，消费领域出现了过

度消费、盲目消费、攀比消费等

问题，这些非理性消费行为强调

个体消费需求的满足 , 从而造成

资源和经济方面的浪费，与绿色

可持续发展理念相悖。这一问题

在新兴消费领域也不例外地存

在。如时下在互联网上出现的吃

播，由于视频中的食物往往色彩

鲜艳，加上主播的语言、行为渲

染，对观众产生由吸引从而引发

消费。调查显示，24.1% 的人认

为自己有超过自己消费能力的过

度消费行为，21.4% 的人认为自

己在消费过程中存在浪费情况。

也就是说，近一半的人认为自

己有过不理性消费。另外，根

据《中国快递包装废弃物产生特

征与管理现状研究报告》，网络

购物、餐饮外卖消耗的纸盒、塑

料盒、塑胶袋、防震泡沫等包装

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与环境污

染。根据相关机构经初步估算，

我国快递业每年消耗的纸类废弃

物超过 900 万吨、塑料废弃物约

180 万吨，并呈快速增长趋势。

在特大型城市中，快递包装的垃

圾增量已占到生活垃圾增量的

93%，且增势不减。这些快递包

装材料的生产、使用和处理过程

排放了 1300 余万吨二氧化碳，

需种植约 7 亿棵树才能中和，快

递废弃物的填埋和焚烧耗费的社

会管理成本激增，给城市生活垃

圾治理带来严峻挑战。

（三）教育、医疗、住房等

支出对新型消费有挤压效应

受总体收入不高、社会保

障不健全等因素影响，许多居民

家庭，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受

教育、医疗、住房支出较大影

响，在包括新型消费在内的消费

支出方面受到抑制。调查显示，

子女教育支出是 45.7% 的已婚有

子女受调查者家庭的最大支出项

目，这一情况主要集中 20-50 岁

已婚有子女人群，主要原因是这

个年龄段已婚人群，其子女正处

图7   内蒙古家庭房贷支出情况 图 8   内蒙古不同年龄段人群医疗支出情况

在尚未成年、接受学校教育的阶

段，从而子女教育消费支出相对

较高。房贷支出是 45% 的已婚

受调查者消费支出比重最大的支

出项目，同时也是 5% 的未婚受

调查者消费支出比重最大的支出

项目。国内一家研究机构的研究

结果显示，目前，一般情况下房

贷支出占中等收入家庭收入的

20%-40%。由此看出，房贷支出

对中等收入家庭而言是一笔可观

的固定开支（图 7）。

医疗支出是 7% 的受调查者

最大的支出项目。调查显示，医

疗支出与年龄呈明显的正相关关

系，年龄越大的人群，医疗支出

成为其最大支出项目的人的比重

越大（图 8）。

（执笔 ：内蒙古自治区宏观经

济研究中心杜勇锋，康磊 ； 中央民

族大学管理学院 哈丽雅 ；内蒙古工

业大学经管学院 翟羽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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