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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 随着经济社会全面恢复常态化运行，2023年我国消费市

场跑出“复苏”新速度，从开年线下消费快速回流，到贯

穿全年的文旅消费热潮，再到新型消费理念凝聚成大众

共识，社会消费态势回暖趋势愈加明显。2024年春

节，返乡过年趋势回温，“旅游过年”成潮流，都将对消

费形成积极带动，激发消费市场活跃度。春节消费情况

是探视社会经济发展的窗口，对于了解民众的消费能

力、消费意愿，从而分析民众消费特征和趋势的变化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龙年春节即将到来，企鹅有调对全国民众的春节消费意

愿和计划进行了网络问卷调查，这是企鹅有调连续第三

年发布春节消费前瞻调研报告，本次调研共收集15832

份合格样本，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本次

调研样本量，超过在95%的置信度和3%的误差率条件下

所需的最低样本数量，样本符合统计学有效性要求。

◼ 报告所发布内容，为企鹅有调根据调查数据所做的独立

原创分析，报告版权归企鹅有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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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心理”洞察



居民消费心态有所回暖，但整体避
险情绪仍较显著 

民众对各项关于消费理念描述的认同程度

◼ 调研数据显示，在“为未来不确定性做准备” 的消费心理上，民众

的认同度近三年呈现先增后减，在今年春节调研中，该消费心理

的认同度均明显低于前两年，说明民众对消费的极度克制情绪有

了一定缓解，消费心态出现回暖。在“更注重储蓄”的消费取向上，

75.4%的受访者表示认同，相较2023年春节调研数据下降5.8个百

分点，略高于2022年春节，反映出居民储蓄意愿的回落偏谨慎。

◼ 综合来看，今年民众消费心态释放出了积极回暖的迹象，但为应

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避险情绪仍然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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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庆氛围带动春节消费意愿温和提升

民众2024年春节消费预算年度变化及增加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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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研显示，46.9%的民众表示今年春节花销预算会比去年增多，略

高于表示消费持平的43.3%，春节消费意愿温和提升。同时，超过

九成的民众计划将春节消费控制在家庭月收入内，甚至超过六成民

众计划控制在家庭月收入一半以下，显示出春节消费意愿仍处于“保

守性”增长。谈及为何春节消费预算增多，收入没有增加下的春节氛

围追求是最主要原因，44.6%的民众选择此项，非春节需求下的开

支增加排名第二，选择比例为40.9%。

◼ 由此可见，春节氛围的带动有利于激发人们的消费意愿以及对非节

日消费带来虹吸效应。



发展信心较充足，消费更看重品价比

◼ 未来消费计划与个体发展信心息息相关。对于龙年发展，70.2%

的民众表示有信心，19.2%的民众持中立态度，整体信心度较高。

◼ 此种信心也反映在接下来的消费心态和打算中，消费者并没有仅

仅为了克制消费而对品质的追求骤降，也没有纯粹为了追求高品

质而支付溢价，而是更加注重品质与价格平衡的“品价比”。未来

半年到一年短期时间内，36.8%的民众选择保持或略降低消费品

质，35.4%的民众倾向在一些领域消费收缩，只进行部分高品质

消费。整体来看，消费者以更加理性的心态追求品质消费，关注

产品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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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亮点”挖掘



返乡过年趋势回潮，有望带动中小
城市和村镇消费

◼ 调研显示，51.2%的民众表示今年“就地过年”，较去年和前年均

大幅度收缩，与之对应的是返乡过年热潮回升，今年有34.0%

的民众计划回乡过年，较去年的14.3%提升幅度达到137.8%，

春节“返乡热”特点突出，今年春运压力明显增大。

◼ 结合今年计划返乡的民众从居住地往家乡地流动情况来看，“向

下流动”特征明显，约63%居住在城市的民众计划往县城及以下

区域流动，大城市返乡人群在带动中小城市以及乡镇经济发展

活力和激发消费市场活跃上有较大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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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旅游消费热度升温，各地文旅
“花式”揽客作用突出

◼ 文旅消费有望维持“稳开高走”的发展态势。去年12月“尔滨”爆火出

圈后，各地文旅部门使出浑身解数多措引流，多地相继出现“文旅

热”，一定程度上带动民众春节出行意愿。

◼ 调研显示，84.1%的民众了解或关注近期各地文旅热的信息，且有

48.7%的民众在春节或者节前后期间有去这些地方的想法，17.4%

的民众已经做好准备，旅游消费预计在春节迎来可观增长，有利于

促进旅游地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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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包与年货等传统春节消费仍将是最
大支出，线下文娱复苏自带溢出效应

◼ 在春节消费品类中，最主要的仍是红包支出、置办年货、年俗

花销、社交支出等传统消费。

◼ 值得关注的是，在今年春节各项主要消费品类与去年变化不大

的情况下，线下文娱消费实现自2022年虎年春节以来，连续两

年占比递增。2023年以来，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等线下

文娱活动迎来爆发性增长，观演溢出效应在推动春节消费方面

也将具有极大潜力，为一场演出、一部影视剧、一场比赛而奔

赴一座城市将在新的一年消费中继续迸发活力，如近期热映的

电视剧《繁花》即掀起在上海的外滩、和平饭店以及黄河路等

一系列地标打卡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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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货“潮品”激发消费新热点，品质
创新“圈粉”引领消费新潮流

◼ 从节日服饰到零食坚果、从老字号品牌到文创“新年货”，不少

国货品牌产品纷纷融入中国风、龙年生肖等“国潮”元素，在引

发消费者情感共鸣的同时，也为龙年春节赋予更多人情味。

◼ 调研显示，民族自豪、潮流趋势、不断创新和物美价廉是民众

对于国货“潮品”的主要认知印象。国货“潮品”竞相绽放、遍地

开花，不少老字号与新品牌跨界“圈粉”，体现出消费者对于“国

货传承创新”的价值认同，尤其是30岁以下及30-39岁的青年群

体，认同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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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趋势”前瞻



发放现金、消费券广受民众期待，
企盼减免旅游景点门票等惠民措施

◼ 调查数据显示，在民众期待刺激消费政策中，“发放现金红包”

与“发放消费券等补助补贴”居于前位，占比接近，分别有

38.2%与37.4%的受访者希望予以实施，这表明为民众在消费场

景中提供现金或补贴对拉动消费的效果可能更加直接。

◼ 与此同时，35.7%的民众对“减免旅游景点门票” 的期待也较强

烈。眼下，旅游市场持续火热，尽管降低或免除景区门票会短

期内减少收入，但长远来看，这种做法对于刺激地方经济的增

长和扩大旅游消费市场具有积极的影响。

14数据来源：企鹅有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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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消费理念凝聚成大众共识，激
发居民消费潜力

◼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大力发展数字消

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等新型消费。调研显示，民众对健康消

费了解程度最高，有74.2%的被访者表示了解。绿色消费被访者

了解比例为73.5%，数字消费是66.4%。整体来看，新型消费理

念在广大消费者中有比较好的接受基础。

◼ 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践行这些消费理念情况，高达85.7%的受访

者表示会不同程度将自己的消费需求向新型消费场景靠拢，参与

积极度在不同收入、学历、地域人群上并无显著差异，说明这些

具有潜力的新型消费场景和形态在民众中有较好的培育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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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热持续，自然环境、地方美食与
风土人情等自身特色是最大竞争力

◼ 今年文旅消费热度将持续火爆，对影响文旅热的各因素调研发

现，自然环境、地方美食、风土人情等当地特色是文旅市场热风

持续的关键，因地制宜是根本。44.0%的民众最为看重自然环境

优美独特，41.5%的民众表示喜欢地方美食独具特色，还有

40.0%表示被风土人情淳朴厚道打动。

◼ 未来文旅消费在重视自然、民风淳朴时，也应注重个性化、品质

化与智能化，绿色环保和跨界融合有望成为文旅产业发展的重要

趋势。

16数据来源：企鹅有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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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总结

1、民众春节消费心态转变回暖迹象明显：民众在“为未来不确定做

准备”的占比为近三年低点，反映出民众春节消费心态呈现回暖态

势，有助于促进消费需求、激发消费动力。

2、“返乡过年潮” 有望激发下沉市场消费潜力： 34.0%的民众计

划回乡过年，约63%城市居住的民众计划往县城及以下区域流动，

有望激发下沉市场消费潜力。

3、文旅热和线下演艺溢出效应拉动旅游热度：“尔滨”爆火出圈引

旅游热潮，此外，在春节计划消费品类中，线下文娱消费实现自

2022年虎年春节以来，连续两年占比递增。 

4、发放消费补贴、减免旅游景点门票获民众高期待：为促进春节

期间消费，分别有38.2%、37.4%和35.7%的民众呼吁“发放现金红

包”“发放消费券等补助补贴” “减免旅游景点门票” ，在期待刺激

消费措施中排在前位。

5、新型消费理念得到普遍认同，催生消费新趋势：多数民众表示

了解新型消费理念，高达85.7%的民众表示将参与新型消费场景，

新理念新场景激发消费新趋势。

通过对万份调研样本的分析，同时结合舆论洞察，企鹅有调

提出2024年龙年春节消费的典型特征和趋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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