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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物价太高，房价是天价！”“工资太低，支撑不起消费。”在谈
及对宁波人消费的看法时，“房价”和“物价”俨然成为被提名次
数最高的两大关键词之一。宁波人有消费的需求，但由于价格预期
的原因而无法实现，想必是部分宁波工薪阶层的心声。

从收入和支出比来看，宁波白领中，“稍有盈余”和“赚的远
比花的多”的市民占了四成，可见有不到一半的参与者能实现适量
消费、有所结余。“收支基本平衡”的月光族占了27%，而剩下
30%的参与者有负债。

在这批“月光族”和“负债族”中，有约七成背负着房租、房
贷压力，背负教育压力的也超过了六成。结合参与者的留言，记者
斗胆推测，宁波城市居民中所谓的“房奴”，和“赚的远比花的
多”的“土豪”相比，不见得会更少。所幸的是，近期《个人所得
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出炉，明年，背负子女教育压力和住房
贷款的市民可以享受部分红利了。

当问及是否有住房的经济压力时，约40%的参与者反映，“住
房支出占一个月支出的5%及以下，几乎毫无压力”，其余的60%
则或多或少有些压力。虽然据数据统计，宁波的“收入房价比”在
新一线城市中并不算高，但“住房支出超过收入40%”的参与者
也接近了20%，说这一部分人背负了房价的大山，并不为过。

前三季度消费数据显示，宁波全市实现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2933.4亿元，同比增长8.9%，
宁波的消费市场基本保持稳定。那么，宁波人消
费出现了哪些新趋势？对此，《东南商报》10月
初面向宁波城市居民进行了一次关于消费的调
查，共有444位市民朋友热情参与。从参与调查
的人来看，男女比例接近11，年龄以31岁~40
岁青年为主。有约八成参与者的职业涵盖了“专
业技术人员、公司职员、机关事业单位工作者、
个体户及企业主”。换言之，“都市白领”和“城
市新中产”中，青年是参与本次调查的主力军。

调查表明，宁波市民的消费渠道，越来越开
始走“组合拳”路线，且线上购物日益成为日常
生活中的主流。四分之三的参与者表示，他们在
线上网购的频率，大于或等于线下逛街的频率，
仅20%市民表示线下消费比线上消费多。

宁波的跨境电商进口总额排行全国第一，开
放型经济水平走在全国前列，在此带动下培育的
广大进口商品消费市场，想必亦是一大不同于内
地城市的区域特色。

有41%的参与者表示“会买进口商品以求更
好的品质”。有三分之二表示“一般会通过托人海
外代购”买跨境商品。有60%会使用天猫国际、
网易考拉等跨境电商网购。经常从进口超市、保
税区展销平台等线下渠道买进口货的参与者，只
占了42%。看来线上买进口货可能更为“吃香”。

同时，宁波人的境外消费规模也不容小觑。
旅游度假、境外购物，是超过半数市民都有过的
经历；（供子女）留学的比例也达六分之一。不
过，境外和线上的消费，也印证了一位读者的留
言：“感觉花大钱多在外面城市里。”如果要想让
人们“钱花到本地来”，宁波需要增加哪些方面的
消费场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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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人消费
出现了哪些新趋势？
记者 严瑾

线上购物
日益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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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网购 ■两者差不多
■线下逛街 ■几乎不购物，由家人代劳

■20%~40%，压力不小
■40%以上，压力山大
■5%~20%，小有压力
■5%以下，毫无压力

▲

三成参与者“有所负债”

▲

住房（房租房贷）占月收入的比重多少？

▲

线上购物比线下逛街更受青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