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美好生活，提升产品品质
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 王 耀



我们这一代企业家最要命的是什么？
人到达了山顶上
思想还在山脚下

王建国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
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党的19大宏伟蓝图，2020－2035年

• 生活：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明显提高，城乡差距
显著缩小。

• 文化：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中华
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

• 环境：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 经济：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 建设：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 动能：在中高端消费等领域培育新的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注意到消费者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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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变化趋势



一、过去一年中，中国市场发生了哪些变化



消费品市场保持平稳 2016社消（网购）＝10.4（25.6） 2017＝10.3（28.8）



实体大型零售企业销售出现转机

2005-2017年全国百家大型零售企业零售额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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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消费的新特点



1、消费品开始向品质升级



2、男女消费者消费差异明显



3、网购消费中，女性下单主动性高于男性



4、消费者对品牌非常关注



5、消费者对商品关注度差异较大



6、消费者喜欢大促销

平均30％



7、一线城市与低龄消费者关注消费品牌



最优惠的双11：价格主导促销方式在减速

天猫双11增速 增速
2010年 17倍
2011年 259％ 天猫销售总额／包裹数
2012年 468%
2013年 90%
2014年 57% ＝205元／每件
2015年 39.7% ＝195元／每件
2016年 32.4% ＝183元／每件
2017年 39.35%        ＝207元／每件

京东
2004年＝500元
2017年＝529元



二、过去一年中，洗涤用品市场发生了哪些变化



洗涤用品与上年增速持平

2017年1-9月，全国重点大型零售企业洗涤用品零售额

与上年持平，增速低于2016年2.7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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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洗衣粉零售额增长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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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城市保持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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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洗涤用品市场中品牌发生的变化



2017洗涤用品竞争更加激烈

除洗衣液和清洁洗涤剂外，合成洗衣粉、香皂、洗发护发品、牙膏市场集中度

均呈现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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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城市集中度水平最低
由于一线城市消费者收入水平高，对新鲜事物和高端产品的接受程度也较高，因此

相比二、三线城市，其对品牌的选择范围大，消费也更为分散，因此市场集中度水平

明显低于二、三线城市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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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地区市场集中度水平低于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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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品牌在我国洗涤用品市场中的份额整体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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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016年洗涤用品前十品牌外资品牌份额

合成洗衣粉 清洁洗涤剂 香皂

2010年 49.0% 20.1% 74.2%

2016年 45.9% 14.5% 68.3%



消费者越来越喜欢民族品牌

蓝月亮：
洗衣液龙头，并在其
他细分领域扩展成功

连续八年稳居我国洗衣液市场综合占
有率第一名；

2016年洗手液市场第一名；
洗衣液市场第一名；

洗涤用品市场第四名；
清洁洗涤剂市场第二名

洗洁精市场第三名

纳爱斯：

2016年雕牌、超能

洗洁精市场第二和第五；
合成洗衣粉市场第五和第六；
清洁洗涤剂市场第三和第四；

洗衣液市场中第六和第二名；洗涤用
品市场第八和第二；



四、城镇化推动消费升级

－城镇中年轻人已经成为消费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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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递增0.78个百分点。

年平均递增1.35个百分点。

年平均递增0.06
个百分点。

1949年10.64％,1978年17.92％。29年增长7.3百分点。 1979-1995年，16年 增长10.08百分

点。1996-2015年，19年增长21.12个百分点，我国进入快速城镇化阶段。此外，我国消费品市

场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都与快速城镇化关系密切。

城镇化加速发展



城镇化与消费关系



2001年消费分水岭

2001年以后进入城市消费主导期



主力消费人群

80、90后成为拉动消费增长主要动力



二胎政策，2035年消费将进入爆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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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产阶级崛起带动消费升级

—消费者越来越敢花钱



2016年中高收入家庭占比28.6％，财富占比68％； 低收入家庭以下占比71％，财

富占比29％。

1、中高收入家庭占比扩大



2、住房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使得居民财富迅速增加

我国的居民总财富



3、中国的消费圈层特征

20％

80％



六、如何面对消费升级的时代

——消费者商品消费的意愿降低，服务消费的意愿在提升



消费者服务消费比重迅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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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调查：2017年3季度居民消费倾向



消费者消费心理将更加成熟

更加关注品牌的专业水平
功能更新快，体验感丰富的商
品更受消费者青睐

追逐时尚
迎合潮流

生活方式选择
满足个人真实需求
彰显自我个性

低价消费
只认品牌

高性价比消费
理性消费

物质占有
数量消费

精神消费：健
康、安全、绿
色、环保，追求
质量



从北京市场变化看发展

数据来源：北京市统计局



2016 年全市实现市场总消费19926.2 亿元，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由2011年的7222.2 亿元增加到2016年的11005.1亿元，增长了6.5%，连

续9年保持全国最大消费城市的地位。



北京市网络购买商品的速度回落

• 2017年10月网上零售1696亿元，增长9.6％，占比18.3％。

• 2016年网上零售2049亿元，增长20％，占比18.6

• 2015年网上零售2016.9亿元，增长40.2%，占比19.5%

• 2014年网上零售1456.9亿元，增长69.7%，占比16％。



三季度，消费者信心指数为114.2，比上季度提高4个点。其中，消费者满意指数

为115.8，比上季度提高3.8点；消费者预期指数为113.1，比上季度提高4.1点。

北京消费者信心指数不断提升



北京服务性消费快速增长

• 1、2016年北京服务性消费0.89万亿，占比44.8％。

• 2、2017年前三季度总消费 1.7万，商品消费8175亿，增长5.4％，服务性消费8975.7亿，增长

11.7％，占比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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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消费者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对社会安全的需求
食品安全、支付安全、消费者权益保护等

对文化艺术的需求
中国文化、艺术美感、旅游见闻等

对新鲜事物的需求
新品牌、新业态、新科技、新
物种等

对社交的需求
科技时代，人们需要场所平衡内心孤独感

餐饮、电影、主题公园等

对健康长寿的需求
医疗、保健、运动等

对教育的需求
青少年良好的教育，中年再教育，

老年兴趣教育，新知识获取等

对品质品位的需求
性价比、质感、颜值、品牌档次等

对生存环境的需求
清新的空气、纯净的水源、

明媚的阳光等

健康 安全

教育 文化

品质 追新

环保 娱乐

消费者的
美好生活
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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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率与网购增速之间的剪刀差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新一代城市居民越来越追求高品质的商品和体验，

他们的选择天平更多的向品质、价值倾斜，造成以低价取胜的网上商品未来

增速呈下降趋势。



消费观念发生变化

旧的消费观念 新消费价值观

价格敏感 品质敏感

追求稀缺 追求体验

注重实用 追求精神

拥有更多 成就理想的自我



需求变化1－商品消费增速减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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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变化2－追求专业与性价比

• 目前市场销售比较好的商品，服装、化妆品、日化产品等一般具
备：明显的专业光环与性价比高（有锚定商品）等特点。

• 例如：

• 1、蓝月亮－光环：最早推出洗衣液产品，性价比高

• 2、立白－光环：超洁洗衣粉，性价比高；

• 3、超能－光环：天然皂粉；茶清洗洁精－蓝月亮；

• 蓝莓洗洁精－洛娃



需求变化3－服务性消费快速增长



需求变化4－社交消费明显提升。

• 餐饮：2014年 增长 2.9％

• 2015年增长2.6％

• 2016年增长5.2％

• 2017年前3季度增长 10.2％

• 星巴克、电影院、小剧场等等



需求变化5－追求美好生活

•更美（摄影、美容、化妆品、时装），

•更健康（运动、健身、瑜伽），

•更舒适（家居）、更安全（吃、穿、洗涤用品等
用）；

•更方便、更环保 等

•更多国际产品（按照报告要求，坚持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开放）



举 例



首汽约车为什么能迅速增长？国宾级的出行服务

• 首汽约车车辆整洁、车
型统一

• 驾驶员服务意识强、

• 服务细致、

• 车辆驾驶很平稳、

• 并且准时准点接送。

• 现场可出机打发票

• 非高峰期价格较其他平
台偏高、高峰期无加价

首汽约车年收入达到80亿，同比增速达到50%，远高于滴滴收入增速。



北京著名的国际化菜市场---三源里菜市场
这里可以找到全世界的各种食材和调料，从澳洲龙虾、西班牙红

虾、北极甜虾、帝王蟹，到火鸡、水鸭、鹌鹑、羊排、各档次的牛
排，以及泰国的红毛丹、智利的青蛇果。



牛栏山二锅头

1、2006年4亿－2016年51.57亿，增长11.7倍

2、依靠创新，让更多的消费者能买的起。

3、工艺：掐头去尾。4、历史：800年县志。5、五大系列 800品种。
经典、传统、百年、珍牛、陈酿。婚宴：百年红；喜庆：陈酿



结论：美好生活需求为洗化行业带来无限增长潜力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表现在对商品品质有越来越高的

要求。在洗化行业表现为对清洁、安全、美丽等目标的向往

越来越强烈，尽管近年洗化行业从少到多、由粗到细取得了

较快的发展，但是离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有很大的

差距，日化企业应该进一步提升品质，为人们的美好生活增

添色彩。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