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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宁波市商贸流通业发展报告 

2015 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宁波市商贸流通业紧紧围绕“创新

驱动、转型发展”的战略部署，深化流通领域体制改革，增强商贸发展内生动

力，实现了平稳发展。2015 年，我市累计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349.6 亿

元，同经增长 12%，批零商品销售额 17755.3 亿元，同比增长 10.5%，餐饮业

营业额 359.2 亿元，同比增长 19.0%。 

一、商贸流通业发展总体情况及特点 

（一）零售业 

今年上半年零售市场平开稳走，年中有一次深度下跌，下半年企稳，年

底攀升，总体健康平稳运行。全年完成限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695.0 亿元，

同比增长 15.3%，排名全省第一。按行业分，限上批发业实现零售额 216.6 亿

元，同比增长 55.2%；限上零售业实现零售额 1390.2 亿元，同比增长 11.7%；

限上住宿业实现零售额 22.7 亿元，同比下降 5.9%；限上餐饮业实现零售额

65.5 亿元，同比增长 6.9%。按销售单位所在地分，城镇实现限上零售额 1596.5

亿元，同比增长 14.9%；乡村实现限上零售额 98.5 亿元，同比增长 21.7%。 

图 1  2014-2015 年限上社零增长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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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横向比较，我市限上社零涨幅全省排名第一，高出省平均 5.6 个百分

点，领先优势相当明显，但从纵向分析，今年零售市场呈现出的特征较不乐观。 

1．从消费热点看，继汽车以后尚未形成新的热点商品。根据今年我市商

品零售类值分析，汽车占 32.3%，生活必需品类占 24.7%，石油及制品类占

10.9%，其余商品比重均较小。汽车消费正在经历政策透支探底期、更新换代

断档期和 4S 店过剩期三期叠加的阶段，近两年已成为消费增长的拖累点。尽

管生活必需品类今年对零售的支撑作用明显，但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生活必需品类在总支出中的占比不会有较大提升，必需品也不可能成为热点

商品来激发新一轮消费扩张。而“油罐子”与其说它具有消费属性，不如说它

具有工业属性，甚至政治属性更为确切，因此也不可能成为消费热点。目前

尚未出现新的热点亮点苗头，但未来热点亮点必然将是跟智能制造与互联网

相关联的，一旦形成，或许将会对居民生活产生颠覆性变革。 

表 1  2015 年限上主要商品类值零售增长对比情况（%） 

1-12 月 
指标名称 

增幅 比重 拉动率 

限上社零 15.3 100 15.3 

一、生活必需品类 28.3 24.7 6.3 

1．粮油、食品类 16.5 8.3 1.4 

2．饮料类 9.7 1.3 0.1 

3．烟酒类 23.8 1.1 0.2 

4．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 39.3 14.0 4.5 

二、金银珠宝类 15 1.6 0.2 

三、家居装潢类 54.0 8.4 3.4 

1．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 22.2 4.2 0.9 

2．家具类 90.9 1.7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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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月 
指标名称 

增幅 比重 拉动率 

3．建筑及装潢材料类 119.3 2.6 1.6 

四、石油及制品类 0 10.9 0 

五、汽车类 3.1 32.3 1.1 

六、通讯器材类 38.7 1.0 0.3 

2．从业态经营看，新兴业态发展短期内难以抵消传统业态收缩的影响。

2015 年，我市五大传统业态一涨四跌。监测的 19 家百货商场共实现零售额

83.8 亿元，同比下降 4.0%，有 12 家出现负增长，其中“利时百货”停业整顿，

下阶段经营定位“城市奥特莱斯”。9 家大卖场共实现零售额 42.6 亿元，同比

下降 3.0%，其中有 5 家出现负增长。7 家连锁超市共实现零售额 75.3 亿元，

同比增长 3.7%，其中有 1 家出现负增长。4 家连锁便利店共实现零售额 1.4

亿元，同比下降 8.4%，4 家全部负增长。275 家专业店实现零售额 641.9 亿元，

同比下降 2.3%，其中有 165 家出现负增长。传统业态经营形势严峻，销售规

模不断缩小。尽管网络零售迅猛发展，但短期内仍难以抵消传统业态收缩的

影响。同时网络零售业态更应注重本地企业对周边、全国乃至境外的辐射力

和影响力，以防止消费外流，导致出现消费逆差。 

3．从消费价格看，物价低位增长影响名义涨幅提升。今年我市市区居民

消费价格总指数累计同比增长 1.8%，其中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累计仅增长

0.4%，物价对名义社零的拉动作用在减弱。从单月看，12 月份市区居民消费

价格同比上涨 2.9%，涨幅较上月扩大 0.5 个百分点，为近两年来新高，这对

12 月份的零售总额有一定的提振作用，尤其是食品、烟酒、衣着类价格较大

幅度的上涨使得 12 月份生活必需品类零售额的涨幅进一步提高。但从全年

看，物价仍处低位运行。 

（二）批发业 

2015 年我市累计实现限上批零业商品销售额 12815.2 亿元，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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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涨幅排名全省第三，比上月前进两位。按行业分，限上批发业实现销

售额 11390.7 亿元，同比增长 7.9%，限上零售业实现销售额 1424.5 亿元，同

比增长 8.1%。限上商品销售额中，批发额所占比重达到 88.3%，因此 2015

年大宗商品价格走低严重拉低我市商品销售额的增长，致使在销量增加的基

础上销售额增速也难以延续往年的高速增长态势。 

（三）餐饮业 

2015 年我市累计实现限上餐饮业营业额 60.9 亿元，同比增长 7.5%，涨幅

排名全省第五，比上月前进一位。按内容分，实现客房收入 4.4 亿元，同比增

长 4.5%，餐费收入 54.7 亿元，同比增长 7.8%，商品销售额 0.68 亿元，同比增

长 22.2%，其他收入 1.1 亿元，同比下降 0.9%。餐饮市场总体形势较不乐观。 

二、问题与挑战 

改革开放 37 年来，我市经济由“快经济”向“慢经济”转型，而消费品市场

经过十余年的迅猛发展，也由“快消费”向“慢消费”转型，消费市场逐步进入

平稳增长的新阶段。宏观经济对消费市场起着主导性的作用，经济下行压力

依然严峻，使得消费市场也面临诸多挑战。根据消费形势调查结果反馈，“经

济形势欠佳”成为本年度影响消费市场的最主要因素。 

表 2  2015 年度影响企业经营的首要因素 

业态 
影响因素 

（被选为首要因素的比例）

影响因素 

（被选为首要因素的比例） 

百货（综合体） 经济形势欠佳（54.5%） 电子商务影响（18.2%） 

超市 经济形势欠佳（45.5%） 电子商务影响（27.3%） 

家电卖场 经济形势欠佳（55.6%） 劳动力成本上升（22.2%） 

汽车经销 劳动力成本上升（46.2%） 经济形势欠佳（23.1%） 

家居建材市场 经济形势欠佳（50%） 行业竞争激烈（33.3%） 

住宿餐饮 经济形势欠佳（50%） 劳动力成本上升（27.8） 

数据来源：宁波市 2015 年度消费形势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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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场本身来看，需求不旺、供给过剩与供需结构性失衡并存。 

（一）需求侧分析 

缺人花。经济转型导致流动人口回流，消费群体规模缩小。近几年来，

流动人口的快速增长对我市消费品市场的扩张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据初步

估算，2007-2012 年期间，我市流动人口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贡献度均超

过 11%。然而，随着经济转型升级的逐步深入，产业转移、机器换人的脚步

进一步加快，2015 年我市流动人口比 2012 年（流动人口达到高峰值）减少

56.2 万人，而由此减少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估计近 40 亿元。 

缺钱花。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回落，居民消费愈加理性。今年

前三季度，我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8.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同比增长 9.4%，增幅均创 10 年来新低。居民消费意愿明显下降，收

入不确定因素的增加，致使居民消费更加谨慎，储蓄和投资意愿增强。同时，

随着 80 后 90 后开始主导消费潮流，未来将会是圈层消费、小众消费，他们

的消费观念也正在趋于理性，不会为了一句广告词去购买一个商品，也不会

被店员忽悠几句就下单购买，他们会上网查找商品信息，在淘宝上看信用和

用户评价。根据年度消费形势调查结果反馈，主要行业（业态）平均客单价

有不同程度下降，详见下表。 

表 3  2015 年度分业态企业平均客单价同比情况 

业态

涨幅 
百货（综合体） 超市 家电卖场 汽车经销 建材市场 住宿餐饮 

↓20%以上 18.2% 0.0% 12.5% 0.0% 0.0% 17.6% 

↓10-20% 18.2% 9.1% 0.0% 0.0% 0.0% 17.6% 

↓5-10% 0.0% 27.3% 25.0% 46.2% 0.0% 17.6% 

↓0-5% 18.2% 9.1% 12.5% 7.7% 0.0% 17.6% 

持平 18.2% 18.2% 37.5% 38.5% 80.0% 17.6% 

↑0-5% 27.3% 18.2% 12.5% 0.0% 0.0%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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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态 百货（综合体） 超市 家电卖场 汽车经销 建材市场 住宿餐

↑5-10% 0.0% 18.2% 0.0% 7.7% 0.0% 0.0% 

↑10-20% 0.0% 0.0% 0.0% 0.0% 0.0% 0.0% 

↑20%以上 0.0% 0.0% 0.0% 0.0% 20.0% 0.0% 

数据来源：宁波市 2015 年度消费形势调查 

不愿花。“白天赚钱、晚上数钱”，是长期以来宁波人留给外人的深刻印

象。宁波人消费相对理性，消费欲望不强，收入中用于储蓄和投资的比重较

多，其消费意愿不强主要体现在消费率和消费倾向两个方面。首先，2014 年

最终消费率宁波（41.2%）低于全国（51.4%）和浙江（48.2%），居民最终

消费率宁波（31.8%）也明显低于全国（37.9%）和浙江（36.8%）。其次，

2015 年前三季度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宁波（58.6%）低于全国（66.5%）和

浙江（63.3%）。 

外地花。传统长假里，与我市百货、超市等生意冷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我市居民在海外疯狂扫货，连马桶盖也要赴日本购买。而平日里，居民出境

购物、海淘频率也日渐增多。这部分消费有两大特点：其一它是高端商品甚

至奢侈品；其二本地供给无法得到满足，有的可能是因为本地价格太高，也

有的是因为本地市场没有此类商品供给。这一现象也从另一侧面反应出宁波

消费者对国产商品缺乏信任，其中不排除盲目崇洋的因素，但部分国产商品

的质量也确有待改进。 

此外，自 2012 年底“八项政策”执行以来，我市政府消费锐减，对消费市

场产生了巨大影响。 

（二）供给侧分析 

试衣危机。随着电子商务的不断发展，居民消费习惯发生重大改变，部

分实体店正在逐步演变为“试衣间”、“展示厅”。按商品类别分，服装类、日

用品类、小家电类、建材类、灯饰类受网购影响较大；按消费年龄分，少男

少女品类商品受网购影响较大；按消费者收入分，中低端消费者进入实体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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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数及消费频率明显减少。 

过剩危机。传统百货业危机四伏，寻求突破，一手触电商，一手变更业

态，往综合体转型。然而，宁波综合体已然过剩，相当一部分日子也不好过。

截至去年底，宁波全大市已建成的 3 万平方以上的城市商业综合体 21 个，在

建或待建的有 48 个。作为一个常住人口仅有 781.1 万的二三线城市来说，市

场已经难以同时消化这么多的综合体。同时，现有综合体同质化竞争严重，

部分尚未找到属于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体验创新较少，而消费者的容忍性较

低，一旦体验感差，往往就不会再选择这样的消费模式。 

盈利危机。截至 11 月底，我市共 3222 家限上批零企业中，有 1308 家出

现亏损，亏损面达 40.6%，亏损面比去年同期扩大 0.3 个点，利润总额 106.4

亿元，同比下降 0.8%。399 家限上住餐企业中，有 236 家出现亏损，亏损面

达 59.1%，亏损面比去年同期扩大 1.2 个点，亏损总额达 5.4 亿元。同时，根

据年度消费形势调查情况反馈，传统零售业态经营情况较为严峻，尤其是百

货、超市、家电卖场、汽车经销，净利润同比降幅较大，详见下表。 

表 4  2015 年度分业态企业净利润同比情况 

业态

涨幅 
百货（综合体） 超市 家电卖场 汽车经销 建材市场 

↓20%以上 45.5% 9.1% 12.5% 7.7% 0.0% 

↓10-20% 0.0% 9.1% 37.5% 15.4% 0.0% 

↓5-10% 0.0% 27.3% 12.5% 30.8% 16.7% 

↓0-5% 18.2% 9.1% 0.0% 15.4% 0.0% 

持平 9.1% 27.3% 25.0% 15.4% 16.7% 

↑0-5% 18.2% 18.2% 0.0% 0.0% 50.0% 

↑5-10% 0.0% 0.0% 12.5% 7.7% 16.7% 

↑10-20% 0.0% 0.0% 0.0% 0.0% 0.0% 

↑20%以上 9.1% 0.0% 0.0% 7.7% 0.0% 

数据来源：宁波市 2015 年度消费形势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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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业危机。实体零售业面临电商冲击、经济增速放缓、海外代购、品类

杀手门店的分离，销售增长明显放缓，盈利能力面临巨大压力。近一年，我

市的余姚万达百货、慈溪国贸、江北万达百货、隍庙商城、百联东方商厦、

宁波联合联华超市、城农工商超市、新华都购物中心、江北乐购等商场超市

相继关闭，宁波凤祥银楼、老庙黄金珠宝也相继停业，传统零售业正在经历

一次洗牌。 

三、机遇与亮点 

尽管形势严峻、困难重重，但仍有不少机遇，2016 年宁波消费市场呈现

“三大需求亮点”和“三大供给创新”，同时，政府主动出击，努力改变居民消

费习惯。 

（一）三大需求亮点 

第一，二胎经济。2016 年起，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二胎对消费市场有直

接的推动作用。短期看，食品、玩具、母婴医疗、教育培训等相关商品需求

将迅速扩大；中期看，将促进住房需求，对房地产业有一定的提振作用，上

游将扩大水泥、钢铁等基建需求，下游将扩大建筑装潢、家具家电等商品需

求。 

第二，房产经济。根据市统计局数据，2015 年，全市销售商品房 1007

万㎡，比历年最高年度销售量还多出 192 万㎡，比 2014 年增长 38.7%。根据

市房地产交易中心数据显示，2015 年仅宁波市六区交付楼盘达 84 个。而 2016

年也将有大量楼盘交付。这将极大地刺激装修市场，扩大建筑装潢类和家具

家电类商品需求。 

第三，婚宴经济。2016 年是婚宴大年，对住宿、餐饮市场将是一大利好。 

（二）三大供给创新 

第一，拥抱趋势。尽管网购对传统零售企业带来巨大冲击，但大部分企

业都能认清形势，拥抱趋势，发展线上线下业务。华润万家跨境体验区ewj zone

将选择性的落户宁波，深入社区的大卖场，发力跨境购业务，打通线上线下

资源，为顾客提供“家门口自贸区”服务。大润发的“线上飞牛网线下大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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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了消费。不少零售企业开通支付宝、微信支付业务，为消费者提供便利。

住餐企业积极与大众、美团、携程、驴妈妈等网络运营商合作，拓宽营销渠

道。 

表 5  2015 年度传统零售业开展线上业务企业占比 

业态 开展线上业务的企业占比 

百货（综合体） 54.5% 

超市 45.5% 

家电卖场 33.3% 

汽车经销 41.7% 

建材市场 16.7% 

住宿餐饮 68.4% 

数据来源：宁波市 2015 年度消费形势调查 

第二，创造体验。企业用心创造客户体验。不少综合体、购物中心努力

打造“一站式家庭体验购物中心”，集购物、美食、娱乐、休闲、亲子等丰富

业态，在方便消费的同时加强了用户体验。 

第三，衔接大众。住餐企业以品牌为依托，以质量为中心，发展大众消

费；与旅游、休闲娱乐相结合，打造文化消费；推出营养、健康食品，倡导

养生饮食。同时，大型餐饮店逐步实施阳光厨房，邀请公众主动参与食品加

工监督，让消费者看得清楚、吃得放心。 

四、政策措施 

（一）月光经济 

自 2014 年 9 月底起，宁波着力打造“月光经济”，目标打造以主城区为全

市月光经济发展龙头，形成以三江口商圈（天一广场、和义大道、城隍庙、

月湖盛园、鼓楼、老外滩、宁波书城等）为核心，以甬江、姚江、奉化江和

地铁 1 号线为轴线，以各县（市）区特色街区为节点的“一核四轴多节点”的

宁波市月光经济发展空间格局。随着月光经济的进一步推进，居民夜间消费

需求将被逐渐激活，消费习惯将被逐步改变，消费欲望将有所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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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组合拳 

针对当前消费发展新形势新常态，商务部门将着力在“有地花”、“愿意

花”、“放心花”上做好文章，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激发需求活力。 

着力优化供给结构，让百姓“有地花”。一是保障基本消费。完善市场应

急供应控制体系，强化市与县（市）区两级联动机制。完善农村流通网络，

提升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畅通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渠道。二是促进品质

消费。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支持零售企业提高自营商品和定制化

商品比例。鼓励大型实体店由商品销售为主转向商品+服务并重。三是引导高

端消费。探索启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争取免税商店试点。启动进口商

品采购中心建设，推进高端消费。 

着力抓好消费促进，让百姓“愿意花”。一方面进一步推进月光经济。加

快提升核心区，打造“一核四轴多节点”的发展格局。协调商贸流通企业支持

“三江夜游”工程建设，促进核心区品质提升。强化载体建设，创建 1 家省级、

2 家市级特色商业示范街区，培育 5 个市级特色夜市街区，培育打造 10 个月

光经济重点活动及夜市街区品牌活动。另一方面，做好节庆消费经济。办好

中国食博会、宁波购物节、年货展销会和宁波美食节等大型商贸节庆展会，

开展 2016 年“全国消费促进月”宁波站活动、浙江金秋购物节活动，指导各地

因地制宜举办消费促进活动。 

着力优化消费环境，让百姓“放心花”。完善肉菜流通追溯体系建设，加

强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规范零售商供应商交易行为，进一步完善法治化

营商环境。 

同时，积极开拓创新，努力发展“+互联网”业务，推进线上线下的融合发

展。立足线下基础，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积极抓好线下体验店、连锁店的发

展，推进“O2O”模式的快速发展，保持传统商贸业态的发展活力。鼓励餐饮

企业发展“餐饮+互联网”业务，加大网络推销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