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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数据显示，2020年5月
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1973亿元，同比下降
2.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3.7%，以下除特殊
说明外均为名义增长），降幅比上月收窄4.7个百
分点。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 28597
亿元，下降3.5%。

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司统计师张敏表示，随
着国内疫情防控向好形势持续巩固，企业复商复
市步伐加快，居民生活秩序明显恢复。特别是在
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等多项政策促进下，居民消
费持续改善，市场销售降幅连续3个月收窄。

市场销售持续好转
商品零售规模接近上年同月水平

消费市场延续逐步改善态势。随着全国疫
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居民外出购物和就餐活动
加快恢复，市场销售连续三个月好转。5月份，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下降 2.8%，降幅
在 4月份收窄 8.3个百分点的基础上，再次收窄
4.7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 3.7%，收
窄5.4个百分点。

商品零售规模已接近上年同月水平。5月
份，商品零售额同比下降 0.8%，降幅比 4月份收
窄 3.8个百分点。其中，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
额由降转升，同比增长 2.5%，而 4 月份为下降
1.5%。从商品类别看，在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
类值中，近八成商品实现同比增长，大多数商品
零售比4月份好转。

升级类商品零售继续改善
居住类商品增速由降转升

部分消费升级类商品保持较快增长。在中
央和地方出台的稳定和促进汽车消费政策带动
下，居民购车和换车需求持续释放，汽车市场销
售回暖。

5月份，限额以上单位汽车类商品零售额同
比增长 3.5%，增速为 2018年 5月份以来次高值
（最高值为汽车排放标准切换实施前的2019年6
月份）。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5月份乘
用车销售量同比增长 7%，4月份为下降 2.6%。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5月份乘用车综合
销售量同比增长1.8%，而4月份为下降5.6%。5
月份，限额以上单位化妆品类和体育娱乐用品类
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12.9%和 15.4%，增速
分别比4月份加快9.4和3.8个百分点；通讯器材
类商品零售额增长11.4%，继续保持两位数较快
增长。

居住类商品实现同比增长。房地产销售有
所恢复，促进家电更新消费政策发力，居住类商品零售额由降转升。5月份，限额
以上单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家具类和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
别增长4.3%、3.0%和1.9%，而4月份分别下降8.5%、5.4%和5.8%。

新型消费加快增长
住宿餐饮等服务消费加快恢复

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速继续加快。1—5月份，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同比增长11.5%，增速比1—4月份加快2.9个百分点；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为 24.3%，比上年同期提高 5.4个百分点。国家邮政局数据
显示，5月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1%，快递业务收入增长25%。

餐饮和住宿业经营情况有所改善。5月份，餐饮收入同比下降18.9%，在4月
份大幅收窄15.7个百分点的基础上，降幅继续收窄12.2个百分点；外卖等餐饮服
务快速增长，5月份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企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餐饮收入同
比增长超过20%。从客房收入看，5月份，限额以上住宿业企业客房收入降幅比4
月份收窄约10个百分点。

相关行业位于景气扩张区间
市场活力逐步恢复

行业景气度上升。5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3.6%，比上月上升 0.4
个百分点。其中，批发业、零售业商务活动指数连续三个月在荣枯线以上，餐饮业
商务活动指数连续两个月在荣枯线以上，住宿业商务活动指数自2月份以来首次
上升至荣枯线以上。

市场活力持续回升。据商务部监测，“五一”期间重点零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
清明假期增长32.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据显示，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
数为54.8%，比4月份回升1.2个百分点；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数据显示，5
月份全国铁路日均发送旅客人次环比增长37.6%，客流呈现快速回升趋势。

1—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8730亿元，同比名义下降13.5%。其中，除
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125946亿元，下降13.0%。 （杨 曦）

今年前5个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达1.7万亿元 增长4.2%
本报讯 今年以来，中国与东盟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在经贸合作领域呈现

诸多亮点：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 5个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达 1.7万亿元，增

长4.2%，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4.7%。东盟超越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同

时，中国成为东盟国家重要的出口目的地，尤其是东盟国家的热带水果、咖啡、农产

品等深受中国消费市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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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和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
究院联合发布《中国对外
贸易形势报告(2019 年春
季)》(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回顾了 2019 年及
2020年前5个月中国外贸
运行情况，分析了 2020年
中国外贸发展环境。2019
年，在全球经贸整体放缓
背景下，中国对外贸易逆
势增长，规模创历史新高，
实现稳中提质，高质量发
展取得新成效。2020 年
以来，在新冠肺炎疫情全
球蔓延、国际市场需求大
幅下降、贸易下行压力加
大的背景下，前 5 个月中
国外贸进出口增速有所回
落，但 3 月以来进出口降
幅有所收窄，外贸高质量
发展持续推进。

《报告》认为，2020年
外贸发展面临环境的不确
定性增多，挑战和压力显
著增大。世界经济衰退风
险上升，产业链供应链循
环受阻，国际贸易投资萎
缩。国内企业特别是中小
微企业困难凸显，就业压
力增大，中国外贸发展面
临的风险挑战异常复杂严
峻。同时也要看到，随着
国内疫情影响逐步缓解，经济生产活
动逐步恢复正常，稳住全年外贸基本
盘、实现外贸促稳提质仍然具有坚实
基础和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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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实习记者 闫 利）随着
夏季的到来，各类含糖饮品也进入消
费旺季。当前我国食糖的市场及生产
情况如何？记者从中国糖业协会获
悉，目前，2019/20年制糖期全国食糖生
产已进入尾声，除云南少部分糖厂外，
其他省（区）均已停榨；随着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逐渐减弱，食糖产销逐步恢
复。

食糖除了是消费者烹饪时的调味
品，还是诸多食品行业中不可或缺的
配料，从牛奶、面包到饮品、辣条，食糖
在各个食品细分领域的运用数不胜
数。庞大的需求也推动了我国制糖业
的发展，但甜菜制糖和甘蔗制糖也极

易受到种植环境的影响。
6月 11日，农业农村部市场预警专

家委员会发布《2020年 6月中国农产品
供需形势分析》，6 月估计，2019/20 年
度全国食糖产量比上月调增 11万吨至
1041 万吨，主要原因是云南产糖率上
升 。 对 2020/21 年 度 数 据 暂 不 作 调
整。当前，内蒙古甜菜苗情总体正常，
新疆甜菜逐步进入中耕作业阶段，后
期需密切关注病虫害等情况；广西部
分产区甘蔗因暴雨洪灾受涝，但总体
影响有限。

此外，疫情对于糖业的影响正逐
渐减弱。疫情期间，中国糖业协会积
极开展各项工作，及时向有关部门上
报了行业抗击疫情、稳定生产的基本
情况及主要困难，对国家食糖宏观调
控工作提出坚持总量平衡、食糖保障
措施延期、加强预混粉及糖浆进口管
理及继续严厉打击食糖走私等政策建
议。行业运行保持基本稳定，春耕备
耕有序开展，糖农收益得到保障。

中国糖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截
至 2020 年 5 月底，本制糖期全国共生

产食糖 1040.72 万吨（上制糖期同期产
糖 1076.04 万吨），比上制糖期同期少
产糖 35.32万吨，其中，产甘蔗糖 901.44
万吨（上制糖期同期产甘蔗糖 944.5万
吨）；产甜菜糖 139.28 万吨（上制糖期
同期产甜菜糖 131.54 万吨）。本制糖
期全国累计销售食糖 631.09 万吨（上
制糖期同期 666.77万吨），累计销糖率
60.64%（上制糖期同期 61.97%），其中，
销售甘蔗糖 535.22 万吨（上制糖期同
期 565.35 万吨），销糖率 59.37%（上制
糖期同期 59.86%），销售甜菜糖 95.87
万吨（上制糖期同期 101.42 万吨），销
糖率 68.83%（上制糖期同期 77.1%）。
此外，重点制糖企业（集团）累计加工
糖料 7533.58 万吨，累计产糖量 959.66
万吨，累计销售食糖 551.83万吨，累计
销糖率 57.5%（上制糖期同期 60.15%）；
成品白糖累计平均销售价格 5639 元/
吨（上制糖期同期 5138 元/吨），其中：
甜菜糖累计平均销售价格 5575 元/吨
（上制糖期同期 5119元/吨），甘蔗糖累
计平均销售价格 5647元/吨（上制糖期
同期 5140元/吨）。

制糖期近尾声 食糖产销逐步恢复
全国累计产量已达1040万吨

本报讯“积极推进家电、汽车等
更新置换和回收处理，顺势而为促进
消费新业态加快发展、完善提升。”近
日，国家发改委政研室副主任兼发改
委新闻发言人孟玮在例行发布会作出
如上表述。

孟玮表示，当前，重点针对经济运
行中的突出问题，扎实做好“六稳”工
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重点是抓好
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大力挖掘释放内需潜力。
重点以高质量的供给来适应、引领和
创造新需求，积极推进家电、汽车等更
新置换和回收处理，顺势而为促进消
费新业态加快发展、完善提升，充分发
挥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和抗疫特别国债的撬动牵引作用，
加快推进短板领域的建设。

第二，抓好援企稳企政策落实。
重点落实好减税降费各项政策，降低

政府性融资担保费率，扩大担保的覆
盖面，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引导银
行向实体经济让利。

第三，千方百计保就业、保民生。
重点瞄准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
群体，强化援企稳岗和就业帮扶，促进
创业带动就业。同时，落实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举措，确保实现脱贫攻坚
的目标。

（申佳平）

发改委：积极推进家电汽车等

更新置换和回收处理

□ 本报实习记者 解 磊 文/摄
受疫情影响，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

市场于6月13日休市。作为首都最大的
“菜篮子”，新发地承担着北京约80%的农
产品供应，新发地休市之后，本报记者实
地走访北京市大型菜市场和商超发现，受
管制措施影响，个别超市或市场的蔬菜出
现价格上涨，甚至部分蔬菜品种短时缺断
货，但整体供应充足，主要商超的生活必
需品供应比较稳定，消费者日常生活未受
影响。

6月14日上午，在北京市东城区东单
菜市场，记者看到，地下一层的生鲜蔬菜
区货品种类丰富，消费者正在有序选购，

肉类和海鲜摊位也供应充足。东单菜市
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新发地休市后，东
单菜市场紧急联系了密云区的农产品直
供基地，全力做好各类果蔬供应，水产品
及各类生鲜商品也通过王四营批发市场
稳定了货源。

14日下午，在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家
乐福超市，生鲜蔬菜类同样供应充足，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得知新发地休市后，总
部紧急采购，仅13日晚就从产地直采100
吨蔬菜抵达家乐福北京市各大门店，这是
平时订货量的2—3倍，足以满足消费者的
需求。在丰台区槐房西路某社区超市，记
者看到现场有十几位消费者排队选购蔬
菜，货架上仅大头菜等个别蔬菜处于缺货

状态，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得知新发地休
市后，小区内有不少消费者前来囤货，导
致几种菜品暂时缺货，缺货菜品也已经正
在采购路上，一小时内即可上架。由于进
货价有所浮动，绿叶菜价格有所上升，但
范围不大。

15 日，记者打开多种线上生鲜购
APP，均显示货品充足，消费者可随时下
单购买，据了解，多家线上电商平台联合
启动了“无忧菜篮”计划，在北京增加粮油
蔬菜等生活必需品库存，为了确保递送包
裹安全交接，所有配送人员均需每天3次
消毒杀菌，每天2次人员上报测温，人员全
天候佩戴口罩服务，争取将扩散疫情的风
险降至最低。

15日下午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了
解到，新发地暂时休市以来，北京市区商
务部门、行业协会、商业服务业企业积极
应对，全力保障生活必需品供应稳定，多
措并举保供稳价。一是完善“大手拉小
手”机制，建立包括新发地批发市场在内
的本市重点批发市场经销大户和各二级
市场商户之间的对接机制；二是助力企
业“结对”互助，广泛收集餐饮企业食材
采购需求，与蔬菜流通企业做好供需对
接，实现餐饮商超“结对子”；三是建立缺
货断货监测补货快速响应机制，明确各
区及街道乡镇属地责任，及时发现、处置
蔬菜网点缺货断货问题；四是发挥企业
主体责任保供稳价，14日深夜市连锁经
营协会发出紧急倡议，要求重点零售企
业落实“三保一稳”；五是做好应急供应

保障，启动临时蔬菜政府储备，从外埠省
市调运蔬菜进京增储，做好应急供应准
备工作。

据媒体报道，目前新发地临时交易
场地新增 150 亩，由之前的 5 处增到 6
处。随着临时交易场地条件不断完善，
发布信息知晓度进一步提升，新发地交
易量有望不断回升。15日新发地临时交
易场地蔬菜上市量约1800吨，是14日上
市量的 1.8倍。15日到新发地交易的果
蔬车辆 414辆，其中蔬菜车辆 294辆，比
13日增加近2倍。

同时，主要批发市场蔬菜上市量也
迅速攀升，新发地蔬菜供应产生的缺口
正在迅速由其它市场主体填补。大洋
路、岳各庄、锦绣大地、水屯、顺鑫石门、
八里桥等 6家批发市场继续保持昨日增
量的稳定态势，其中顺鑫石门比 14日增
长 36.3%。全市七大批发市场蔬菜上市
量日环比增长5.5%。

此外，各大型连锁商超继续加大蔬
果外埠进货量。物美集团在 14日到货
2100吨基础上，15日到货 2500吨；永辉
超市 15日到货 1490吨；京客隆从河北、
山东等自有基地采购量达到日常的3倍；
超市发蔬菜进货 400吨，较上日增加 120
吨；首航采购蔬菜达日常供应的5倍。各
大超市均加强了门店价格管控，保证物
价稳定，保障市场供应。北京农产品流
通协会也于近日启动点对点食材配送应
急预案，并对企业的蔬菜直通车统一标
识，按照统一的标准进入社区，15日蔬菜
直通车共卖出约180吨蔬菜。

本报记者走访北京市大型菜市场和超市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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