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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券刺激商业复苏  

新零售延续消费升级 
 

消费、投资、出口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科技新基建

产业投资可能仍以企业为主导。在外部形势不明朗的当下，

出口转内需成为共识。科技新基建是否让位于消费复苏未有

定论，但消费券掀起的新一轮消费浪潮已是大势所趋。消费

券带动可选消费，撬动效应凸显。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

消费券仅仅是消费振兴的一个支点，既非万全之策，又非长

久之计。由点及面的促消费新政对释放内需、消费升级有一

定的助益作用。浙江省政府发布的《提振消费促进经济增长

的实施意见》是新冠疫情后全国首个省级层面的促消费政

策，对整个消费市场修复有一定的作用。其中，“推进数字

生活新服务”被摆在首位，重点鼓励发展新零售，并强调加

大数字科技在新零售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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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券刺激商业复苏 新零售延续消费升级 

消费、投资、出口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科技新基建产业投资可能仍以企业为主导。在外部

形势不明朗的当下，出口转内需成为共识。科技新基建是否让位于消费复苏未有定论，但消费券掀

起的新一轮消费浪潮已是大势所趋。消费券带动可选消费，撬动效应凸显。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

到消费券仅仅是消费振兴的一个支点，既非万全之策，又非长久之计。由点及面的促消费新政对释

放内需、消费升级有一定的助益作用。浙江省政府发布《提振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实施意见》，首

要任务是“推进数字生活新服务”，强调“云上+线下”消费业态，利好新零售。 

一、消费券是后疫情时期的消费刺激措施 

消费券是经济不景气期间的非常规刺激手段。消费券可追溯至上世纪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危

机期间，美国耗资2.62亿美元，发放食物券，申领人次高达2000万。1964年，美国国会立法保障食

物券的发放。早期的消费券充满社会救济的意味，短期内可提振消费，但由于没有提升实质性收入，

长期无法改善消费预期。同时，受制于地方可用财力不足、自给率不高，消费券在国内并未成为一

项制度。此次消费券现象是各地政府为了提振消费，企业为了挽救疫情期间强制闭店的损失，采取

的自救行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4月1日，已有包括南京、杭州、宁波、重庆、佛山、深圳、郑州

在内的超过30个城市、区发放了消费券推动消费回补，发放金额从千万元到亿元计。消费券撬动消

费需求，促进疫情时期服务业数字化升级。长期来看，收入分配改革、提升供给水平、优化消费环

境才是提振消费的根本性措施。 

消费券分为红利性消费券和社会消费券，红利性消费券由政府财政负担，社会消费券由政府

牵头、兑付，协会承办，商家适度让利。红利性消费券指的是政府部门对困难人群发放的社会救

助。但是，困难人群真正需要的可能是现金，而非消费券。社会消费券一般需要预约，由政府定期

兑付，配合社会资金，刺激消费。例如杭州发放的“满40元减10元的线下实体店通用券”，配合银

泰百货、沃尔玛、世纪华联、永辉超市、全家、罗森等商家的周末券、特价商品、限时折扣，发挥

消费券的乘数效应，提升单店客流和销售额。四川德阳、绵阳等地政府牵头，饭店业协会承办，集

合本地上百家饭店餐馆，联合运营商发放消费券，叠加商家优惠，刺激线下消费。 

消费券重点提振餐饮、零售、文旅等可选消费行业。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最早发放消费券

的是澳门（2月13日宣布给予每人3000澳门元消费券），消费券发放规模最大的是杭州（发放消费

券总额16.8亿元），消费券种类最多的是嘉兴（八类消费券涵盖通用消费、餐饮、旅游住宿、商超

零售、体育健身、图书、通讯消费、汽车）。粮油、食品、饮料、药品、生活用品等必选消费品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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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弹性小，疫情期间消费降幅不大。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前2个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5.2万亿元，同比下降20.5%。其中，餐饮收入4194亿元，同比下降43.1%；商品零售收入4.8万亿

元，下降17.6%。2020年，春节黄金周，订单退改重创旅游行业。为了防止旅游景区低价竞争，浙

江省率先推出生态旅游、健康旅游、乡村旅游线路与产品，发放消费券，前瞻布局端午节、五一黄

金周的旅游市场。消费券重点补贴可选消费，包括餐饮、实体零售、休闲娱乐，覆盖餐馆、百货店、

便利店、超市、商场、景区、体育馆等消费场景。 

可选消费乘数效应凸显，似乎不会重蹈十年前日本消费券替代效应的覆辙。杭州第一批消费

券2000万元，已带动4.53亿消费，撬动乘数达到22倍，政府兑付能力强。杭州4月1日“增发”第二

批消费券，金额达到5000万元，仍然理智、精准投向餐饮、零售。消费券“以小博大”，通过优惠

措施，使得真金白银流向了可选消费行业。不像十年前日本发放消费券并未明确适用于必选消费品

还是可选消费品，居民将消费券握在手里，将本该消费的部分转为储蓄，并未起到预期的乘数效应。 

图表 1：全国消费券发放情况（截至 2020年 4月 1日） 

 

来源：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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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政府与企业合作发放消费券的城市（截至 2020年 4月 1日） 

 

来源：新华财经 

 

图表 3：政府独立发放消费券的城市（截至 2020年 4月 1日） 

 

来源：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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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政府与企业合作发放消费券的省份（截至 2020年 4月 1日） 

 

来源：新华财经 

 

图表 5：政府独立发放消费券的省份（截至 2020年 4月 1日） 

 

来源：新华财经 

二、消费券拉开消费新政序幕，新零售重回公众视野 

消费券是各地促消费政策组合拳里的一招，短期实施效果较好，为消费新政奠定基础，打开

消费升级新局面。消费券发放规模最大的当属杭州（政府与阿里、腾讯合作发放消费券，累计金

额高达16.8亿元），撬动乘数达到22倍，高于2009年次贷危机后杭州发放10亿消费券对商贸行业2

倍的拉动作用。杭州“一记出拳”就达到了短期的消费刺激效果，引起浙江省政府重视。近日，浙

江省政府发布《提振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实施意见》（以下统称“意见”“意见”），是新冠疫情

后全国首个省级层面的促消费政策。“意见”将“推进数字生活新服务”放在16条措施之首，涉及

数字商贸新模式、新零售业态，带动“宅消费”，重要性不言而喻。 

理性调整期后，新零售重回公众视野。“意见”中第一条“推进数字生活新服务”明确指出

鼓励发展“网上菜场”“网上餐厅”“网上超市”“直播电商”“社交电商”“云逛街”“生鲜电

商+冷链宅配”“中央厨房+食材冷链配送”“无接触配送”“社区集采集送”“无人店”模式、业

态，均属于新零售范畴。此次疫情期间，生鲜电商大火，餐饮、商超、百货等传统行业转型“轻业

态”，拓展“同城即配”，试水新零售。跨界融合、辅以数字化改造成为行业的风向标。疫情过后，

消费必将反弹，在疫情期间培养起来的消费习惯将得以延续。在供应链、品控、定价、配送四方面

实力过硬的企业将受益于新一轮的新零售热潮。“意见”提出培育一批老字号新零售集聚区，新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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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模式带动国货新消费。“意见”鼓励带动5G智能终端、AI智能服务新消费，将数字技术首先应用

在新零售场景，提升消费体验。 

三、数字技术推动新零售产业升级 

消费机遇来临，数字化改造是新零售发展的必然。数字经济时代，新零售的发展关键在于数

据融通，通过运算力分析预测消费需求、赋能场景采购、构建数字化供应链、加快门店数字化升级。

新零售企业通过数字技术优化零售价值链，重点解决需求预测、产品设计、采购管理、库存管理、

线上线下流量转化的问题，将优质的商品，以最低的价格、最快的速度、更好的服务交付给消费者。 

供应链管理仍然是新零售企业的突破点。零售价值链中最重要的当属供应链管理，是阿里新

零售的制胜关键。数字化供应链下，数据实时传递，利用算法联合预测销售，制定备货计划，实现

多渠道的订单管理，优化库存管理和运输管理，增强供应商、零售商和消费者三者之间的协同效应。 

综上所述，消费券本质上是特殊时期的消费刺激手段，对可选消费的带动作用比较明显，但不

能本质上改善消费预期。提升供给水平、优化消费环境才是提振消费的根本性措施。浙江省政府发

布的《提振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实施意见》是新冠疫情后全国首个省级层面的促消费政策，对整个

消费市场修复有一定的作用。其中，“推进数字生活新服务”被摆在首位，重点鼓励发展新零售，

并强调加大数字科技在新零售中的运用。消费机遇来临，数字化改造是新零售发展的必然，供应链

管理是新零售企业的突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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