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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逐步趋于活跃，消费市场发展仍面临许多不确定因

素。下半年，随着国内经济形势持续向好，扩大内需、助企纾

困、稳岗就业等政策进一步落地见效，一系列促进消费的措施

不断发力，各种消费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消费总体将延续

复苏态势，本期简报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为大家提供学习参

考。 

一、领导关于农业农村方面的重要讲话 

1.农业农村新闻部发言《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总体平

稳、稳中向好》 

 一是夏粮再获丰收，秋粮生产基础较好。产量达到 2856

亿斤，增产 24.2 亿斤，同比增长 0.9%，创历史新高。其中，

小麦产量 2634 亿斤，增产 15 亿斤，增长 0.6%，品质明显提

升，一二等麦增多，强筋弱筋小麦面积占 35.8%，同比提高

2.8 个百分点。二是生猪生产好于预期，重大动物疫情保持平

稳。6 月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 3629 万头，同比首次由负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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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去年底增加 549 万头，已恢复到 2017 年年末的 81.2%；生

猪存栏接近去年同期水平，达到 3.4 亿头，比去年底增加 2929

万头，存栏量相当于 2017 年年末的 77%。上半年生猪出栏

25103万头，降幅较一季度收窄10.4个百分点；猪肉产量1998

万吨，降幅收窄 10 个百分点。家禽、草食畜牧业加快发展，

牛羊禽肉产量为 1491 万吨，同比增长 3.4%；禽蛋、牛奶产量

同比分别增长 7.1%和 7.9%，有效满足了市场需求。三是农产

品供给充裕，市场价格总体稳定。农业农村部监测，上半年稻

谷、小麦和玉米三种粮食集贸市场月均价每百斤 121.24 元，

同比持平。猪肉供应持续改善，价格连续 3 个月下降，近期受

消费拉动价格连续 6 周上涨，6 月份批发均价每公斤 42.1 元，

环比上涨 4.1%。生鲜乳价格小幅上涨，上半年同比增长

2.64%。全国冬春蔬菜总产量 1.7 亿吨，同比增长 2%，30 类

主要蔬菜品种平均地头价同比下降 8.4%。水果价格先涨后跌，

水果批发市场均价同比下降 13.4%。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

2 月份达到高点后连续 4 个月下降，6 月份降至 112.92 点，

同比大体持平。四是乡村产业加快复苏，就业创业渠道有效拓

宽。3 月底全国涉农企业即基本实现复工，目前产能已恢复到

常年水平。组织创建 31 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259 个农业

产业强镇、50 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带动各地乡村产业加快恢

复发展，预计上半年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营业收入 6.2 万

亿元，休闲农业整体复市率接近九成，1—5 月农产品网络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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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额达到 2476.2 亿元，同比增长 54.3%。截至 6 月底，全国

返乡留乡农民工实现就地就近就业 1200 多万人。五是巩固产

业扶贫成果，带贫能力显著增强。举办多种形式农产品展销活

动，促成线上交易 2000 多万次，开展消费扶贫行动，认定的

6.3 万个扶贫产品累计销售金额达到 784.6 亿元。帮助解决农

畜产品卖难等产业发展难题。截至 6 月底全国外出务工贫困劳

动力超过 2830.9 万人，高于去年外出务工总数。六是农村改

革不断深化，乡村治理水平稳步提升。组织开展第二轮土地承

包到期后再延长 30 年试点。全面推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试点，全国已有超 41 万个村完成改革，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 6 亿多人。加快实施家庭农场培育计划和农民合作社规范提

升行动，截至 6 月底，全国家庭农场超过 100 万家，农民合作

社超过 220 万家，辐射带动全国近一半农户。七是农业农村投

资逐步回升，基础设施补短板加快推进。积极拓展乡村振兴资

金渠道，上半年 27 个省发行用于农业农村的地方政府专项债

865 亿元，累计向金融机构推荐农业中小微企业 10 万家，贷

款余额达到 1407 亿元。制定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指引，引

导社会资本有序投入。充分发挥投资拉动作用，加快高标准农

田、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设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现代农业

产业园、优势特色农业产业集群等一批重大项目实施。 

 

【来源：农业农村部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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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谈《2020 年 1-6 月我国消费

市场运行情况》 

6 月份，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35 万亿元，同比下降

1.8%，连续 4 个月降幅收窄，累计收窄 18.7 个百分点。1-6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7.23 万亿元，同比下降 11.4%，降幅

比一季度收窄 7.6 个百分点。主要特点表现在：一是商品销售

稳步回升。6 月份商品零售额基本恢复到去年同期 3 万亿元规

模。其中，生活必需品消费保持较快增长，粮油食品、日用品、

药品销售同比分别增长 10.5%、16.9%和 9.7%。消费升级类

商品消费明显反弹，通讯器材、化妆品、家电销售分别增长

18.8%、20.5%和 9.8%，增幅分别回升 7.4 个、7.6 个和 5.5

个百分点。1-6 月，全国商品零售额 15.76 万亿元，同比下降

8.7%，降幅比 1-5 月收窄 1.9 个百分点。二是服务消费继续恢

复。6 月份餐饮收入同比下降 15.2%，降幅比 5 月份收窄 3.7

个百分点，比 3 月份收窄 31.6 个百分点。全国快递服务企业

业务量、收入分别达 74.7 亿件和 797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6.8%和 23.9%；上半年业务量、收入分别达 338.8 亿件和

3823.8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2.1%和 12.6%。6 月份全国铁

路发送旅客 1.66 亿人次，环比增长 9.4%。三是网上消费较快

增长。1-6 月全国网上零售额 5.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7.3%，

比 1-5 月提高 2.8 个百分点。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4.35

亿元，同比增长 14.3%，占社零总额比重 25.2%，比 1-5 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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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0.9 个百分点。四是消费价格环比回落。6 月份居民消费价

格指数环比下降 0.1%，同比上涨 2.5%。其中消费品价格环比

持平，同比上涨 3.5%；服务价格环比下降 0.1%，同比上涨

0.7%。1-6 月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3.8%，比 1-5 月回落 0.3

个百分点。下半年，随着国内经济形势持续向好，扩大内需、

助企纾困、稳岗就业等政策进一步落地见效，一系列促进消费

的措施不断发力，各种消费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消费总体

将延续复苏态势。 

 

【来源：商务部新闻网】 

二、国家、省农村农业产业相关政策 

1.商务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

厅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税务总局办公厅 市场监管总局办

公厅 银保监会办公厅七部门《关于开展小店经济推进行动的

通知》商办流通函〔2020〕215 号 

重点摘要：文件提出主要任务一是完善小店经济基础设

施。合理规划布局，盘活存量房屋设施，释放闲置空间资源，

增加商业资源供给。推动社区、批发市场、现代商圈、特色街

区等各类小店集聚区。二是推动集聚发展转型升级。鼓励社区

小店“一店多能”，标准化连锁经营，以延长营业时间、拓展

品类项目、人性化管理等方式为居民提供便利化、多样化服务，

保障民生需求。鼓励现代商圈、购物中心的小店创新业态，一

站式消费的新体验、新标杆。鼓励批发市场的小店差异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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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载借力电商平台，创新营销模式和交易方式，以“质量优、

服务好、讲诚信”的经营理念拓展市场。三是“以大带小”促

进共赢发展。以市场化手段推动“以大带小”、“以小促大”、

大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合作共赢、共建生态。支持物流企业

为小店开展统仓、共配、冷链、托盘和周转箱循环共用等供应

链服务，降低物流成本。支持品牌供应商开放产品和渠道资源，

线上线下同质同价，鼓励减免小店代理费用，合力做大市场。

四是倡导小店先进文化理念。宣传推广以“诚信、服务、创新、

责任”为宗旨的文化理念，鼓励以“产品优、服务好、环境美、

营销广”为标准打造特色小店，加强诚信自律，防止销售假冒

伪劣和侵犯知识产权。鼓励行业协会、专业机构、电商平台在

地方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示范创优和就业推荐活动，组织现

场培训或网络培训，提高小店员工技能和经营管理水平，进一

步激发创业创新积极性，强化小店经济的韧性和弹性。五是夯

实小店经济工作基础。综合传统数据和大数据资源，运用信息

技术手段完善统计制度，做好小店及集聚区店铺的数量、就业

人数、客流量、营业额、投资额等指标统计。研究全国小店经

济就业景气指数，推动成为小店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创新

工作宣传和交流方式，边试点、边总结、边推广成熟经验，提

高社会认同度和影响力。 

各省级主管部门于每年 6 月底、12 月底主动报送工作进

展情况。 

【来源：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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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省内农业农村及涉农产业发展动态 

1.《山西省 9 地入选全国电商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7 月 10 日，商务部公布 2020 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县名单（第一批），山西省阳城县、怀仁市、阳曲县、芮城县、

榆社县、定襄县、隰县、汾阳市、灵丘县等 9 地入选。至此，

全省共有 52 个县（市、区）被列为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

示范县。 

2020 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评选工作，向贫困县和

前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较大地区适度倾斜，并加强对典型县

的激励支持。今年 1 月至 5 月，全省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 89.0

亿元，同比增长 20.5%，其中农产品网络零售额 19.7 亿元，

同比增长 40.2%。山西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山西省将进

一步在补齐流通基础短板、克服疫情影响、拓宽农产品销售渠

道、助力农民增收脱贫等方面持续发力，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健

康发展。 
 

【来源：学习强国平台】 

2.《山西省农业农村厅与拼多多达成战略合作：市县长月

月上线直播，建设数字农业“新基建”》 

7 月 15 日，山西省农业农村厅与拼多多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未来三年，双方将持续在直播助农、农产品品牌孵化、新

农商人才培养等领域，合力打造山西数字农业“新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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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厅厅长鞠振介绍，山西省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合

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接下来将加速入驻拼多多平

台，实现产销对接，加速一二三产融合创新发展，为农业企业

科技赋能，推动山西农产品供应链转型升级。作为特色农业大

省，农产品多样且优质，是全国知名的“杂粮之都”“优质粮

果带”“中药材资源大省”“养羊经济带”。从今年 4 月起，

山西省多地市县领导走进拼多多直播间，开启助农直播活动，

为地方优质农产品代言。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号召下，山西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意义重大。如何基于独特

的资源，把农业做“特”做“优”，成为山西农业探索的重点。 

拼多多联合创始人赵佳臻表示，作为一家起家于农产品的

电商平台，拼多多把农产品上行作为平台的重要任务之一。截

至目前，拼多多年活跃买家数达到 6.28 亿，全年商品交易额

达到 11572 亿元。2019 年，拼多多农产品交易额达到 1364

亿元，成为中国最大的农产品上行平台。希望与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展开充分合作，全面探索山西的数字农业‘新基建’工程，

推动对山西‘特’‘优’农产品的推广，支持山西农产品推广

展示的助农直播活动，向全国消费者广泛推荐。 

 

【来源：山西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