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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部城市消费力排行出炉：南京居首泉州第五！
宁波人能挣会花吗？
记者 史娓超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
局下，消费对经济发展
的促进作用将愈发凸
显，而头部城市在拉动
消费方面更扮演着重要
角色。

日前，21世纪经济
研究院发布的最新统计
数据显示，2020年，22
个万亿GDP城市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以下简
称 社 零 总 额） 总和达
14.65 万亿元，占全国
37.4%。（注：万亿GDP
城市有 23 个，天津在统
计公报中未披露社零总
额数据，不纳入统计。）

近年来，多地提出
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万亿GDP城市消费
力也悄然发生变化，头
部城市最新人均社零总
额（通常也被称为人均
消费）排名，引起广泛
关注。

作为万亿GDP城市
之一，宁波消费力如
何？宁波人“掏腰包”
豪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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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常住人口较多的城市，社零总额也
较大。而人均社零总额则能更好反映城市居民消费
能力及潜力。

21世纪经济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22
个万亿GDP城市中，人均社零总额排名前10的城市
分别为南京、上海、北京、苏州、泉州、青岛、福
州、杭州、武汉、广州。而宁波位列第14位。

南京凭啥能超越京沪，高居消费力榜首？
这或许得益于其地处富庶之地江苏。在北京、

上海两大直辖市之外，江苏是人均GDP最高的省
份，南京人均GDP更是高居全国省会城市之首。

即使在突发新冠肺炎疫情的2020年，南京经济
增长表现也十分突出。2020年一季度，南京是唯一
实现GDP正增长的主要城市，且全年首次跻身全国
城市经济10强。

而江苏高铁里程数、密度也均处于全国第一梯
队，南京都市圈更是横跨苏皖两省，聚合苏北、影
响安徽、辐射苏南。这也使得南京更容易拓展消费
腹地。

无论从社零总额还是人均社零总额来看，城市
消费力紧随南京的上海、北京都名列前茅。

2020年，上海社零总额达15932.5亿元，突破
15000亿元大关。人均社零总额达6.41万元，仅次
于南京；北京人均社零总额6.27万元，位列第3。

城市消费力与居民收入水平息息相关。2020
年，上海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7万元；北京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69434元。各城市居民工资数据
显示，北京、上海市民收入水平竞争力也均位居全
国前列。

不过，同为一线城市的广州、深圳，人均社零
总额却与北京、上海拉开明显差距，均未达5万
元，分别位列第10位、第11位。

这或许与广州、深圳外来人口占比较高有关。
2020 年，广州流动人口 937.9 万，占常住人口
50.2%；深圳流动人口 1243.9 万，占比更是高达
70.8%。相比之下，北京、上海外来人口占比分别为
38.5%、42.1%，均有着更大的本地户籍群体。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

院长陆铭曾指出，研究显示，
一个外来人口如果没有本地户
籍，在所有条件都一样的前提
下，比本地户籍人口消费低
16%至20%。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
智库首席专家蔡昉提出，基本
公共服务水平差距及预期因
素，将导致非户籍人口低消费
倾向。

按照统计口径，社零总额
中，除个人消费外，还包括售
给机关、团体、学校、部队、
企业、事业单位等社会集团的
各种办公用品及公用消费品。

这意味着，因拥有较多机
关单位、团体等，省会城市、
直辖市在消费水平上占据了一
定天然优势。

此外，中心城市、省会城
市、旅游城市，对周边城市乃
至全国，也均具备较强的消费
虹吸能力。在人均社零总额10
强城市中，除上海、北京外，
南京、福州、杭州、武汉、广
州均为省会城市。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
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持续激发
居民消费潜力将是未来中国经
济发展的重要支撑，重点城市
应多方面使力——

持续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切实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推进
户籍制度改革；提供更完善公
共服务；多举措稳房价或提供
住房保障……提升居民整体获
得感，真正减少消费后顾之
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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