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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财政发放消费券的政策选择分析 

李庆子
1
 

（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00） 

【摘 要】：2020年伊始，受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国各地经济受到重创，消费市场萎靡，经济社会

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作为全国疫情最重、管控时间最长的城市，武汉经历了长达 76 天的停摆期，疫后重振和经济

复苏压力巨大。为推进疫后经济重振和消费市场复苏，武汉市政府采取发放消费券的方式刺激市民消费、增强内需

动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复苏。本文通过分析疫情背景下武汉市政府发放消费券的政策选择和影响效应，总结梳理

此次电子消费券发放对经济社会复苏起到的促进作用，并针对消费券发放和使用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提出优化建议，

为相关政策制定执行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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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论 

1.1研究问题及研究意义 

2019年底，武汉市爆发新冠肺炎疫情，自 2020年 1 月 23 日至 4 月 8 日启动了交通封锁、小区封控、人员管控的一系列非

常机制。为应对疫情带来的经济不振和消费萎靡，最大化降低疫情蔓延对居民消费带来的负面效应，武汉市财政支出 5 亿元，

面向全体市民发放电子消费券。本文从疫情背景下武汉市政府发放消费券的实证角度出发梳理了武汉市消费券发放的政策选择、

规则设计，通过消费券发放后武汉市 GDP 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情况，挖掘消费券发放对居民消费的撬动作用，总结发放

消费券对武汉市政府的积极意义，并提出针对性的优化建议。 

2 文献综述 

消费对经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发放消费券，可以理解为在经济不景气时，由政府提前给居民的未来消费支付凭证，

以刺激民众消费欲望，振兴消费活动（常伟，2009 年）。据不完全统计，2020 年 3 月以来，深圳、重庆、济南等多个城市以及

浙江、辽宁、江西等地均发放了不同形式的消费券，总金额超过 60 多亿元（柳思维，2020 年）。“满减类”消费券本身具有杠

杆作用，设有使用门槛，规定最低使用额度，可以进一步带动消费，产生拉动效应，减少消费券对现金支出的替代效应（王容，

2020年）。向受疫情冲击较严重的餐饮、超市零售、旅游等服务行业发放消费券，有利于促进有关行业、地区和群体尽快实现消

费回补和释放消费潜力（柳思维，2020年）。 

3 武汉市发放消费券的政策选择 

根据《武汉市人民政府消费券投放工作方案》，武汉市消费券发放工作采取“政府引导，企业参与，线上投放，线下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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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市财政投入 5亿元，阿里巴巴、美团点评和腾讯等 3家电商企业配比投放价值 18亿元的平台消费券和商户消费券，发放

时间从 4月 19日持续到 7月 31日。 

消费券面向全体在汉人员（包括市外来汉人员）发放，抢券平台包括支付宝、美团、大众点评和微信小程序 4个 APP平台。

消费者每周四可在 4大抢券平台上开展抢券活动，每周可抢 4个类别消费券，具体面额系统随机分配，分别是：餐饮消费券（面

额分为 10元及 20元）、商场消费券（面额分别为 50元及 80元）、超市（便利店）消费券（面额分别为 10元及 20元）、文体旅

游消费券（面额分别为 50元及 80元）。此次消费券本质属于“满减类”消费券，即单笔消费金额必须满足消费券面值 3倍及以

上才能核销，如 10元超市（便利店）消费券，必须在超市（便利店）消费满 30元才能核销。每笔消费仅限使用 1张消费券。 

4 武汉市发放消费券的效应分析 

一是拉动消费，促进经济复苏。武汉市消费券具有分散多次投放、不可转让使用、面向全市发放、满减核销等特点，促使

消费者采取消费券加现金搭配形式，可最大程度发挥“满减类”消费券的乘数效应，达到扩大消费、刺激经济的作用。美团数

据显示，首次用券的消费者一周后的消费额较参与活动前平均提升 198.4%；从年龄段来看，受消费券驱动，全年龄段人均消费

金额平均提升 31.4%，其中中老年等用户消费意愿提升幅度最大。据武汉市商务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7 月 29 日（最后一周投

放前），武汉市累计投放消费券数量超过 4300万张，拉动消费超 50亿元。消费券短期内对消费产生的刺激拉动效应，为武汉市

经济社会复苏注入强心剂，1～6 月武汉市 GDP 同比下降 19.5%，相较发放消费券前的 1～3月降幅收窄了 21.0%；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下降 34.4%，比 1～3 月收窄了 11%，其中限上批发业销售额、零售业销售额分别下降 25.1%、27.6%，降幅分别比一季度

收窄 12.7、17.3个百分点。 

二是定向刺激受疫情冲击严重的服务行业。消费券的发放对餐饮、零售、文旅等受疫情打击最大的服务业有明显拉动促进

作用。美团数据显示，发放消费券后的一个半月，武汉当地生活服务业消费整体增长 185%；武汉地区参与活动的餐饮业商户在

活动期的店均交易额较未参与活动提升 37 倍，旅游业提升 36 倍，住宿业提升 7 倍。消费券对受疫情打击最严重的中小微商户

回血作用尤为明显，据美团数据统计，参与活动商户的店均交易额是未参与活动店均交易的 3.3 倍，中小商户店均交易额更是

超过未参与活动商户的 4.5 倍。武汉消费券发放 3 个月以来，日均参与核销商户超 4 万户，较活动初期增加 4 倍，参与核销商

户以中小微商户为主，受益于消费券的武汉商家中，中小微商户占比达 90%。 

三是促就业保民生，发挥财政兜底作用。通过发放消费券，发挥财政转移支付作用增加居民消费，从而刺激居民消费意愿

和实际消费行为，促进生产端早日恢复正常，推动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复市复产，促进全社会就业岗位的恢复和增加，以此盘

活整个经济内循环，进而达到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向好发展的目标。在 4 类消费券中，武汉市设置了一定数量的专用消费券，以

特定方式向低保、特困和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等困难群众发放，实现政府财政“雪中送炭”、兜底保障作用。 

5 对财政发放消费券的政策建议 

一是强化消费券资金预算和监管。目前各地发放消费券主要依赖地方财政收入，建议将消费券资金纳入地方财政预算专项

资金或预备费用，在充分衡量区域财政收支平衡基础上，量力而行、科学合理推行消费券发放政策，提前做好资金支出安排，

强化财政投入消费券资金监管，确保财政资金使用安全、高效。 

二是坚决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发放消费券必须兼顾效率和公平，要避免在单一平台、有限商户或居民上网活跃度不

高的时段发放消费券，对参与消费券使用活动的商户设置零门槛，严禁电商平台或其他第三方借机设置门槛降低中小商户利润，

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和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对部分贫困家庭、使用电子消费券有障碍的人群，探索发放定向纸质消

费券，在确保消费券的市场刺激作用基础上尽可能兼顾公平，发挥民生保障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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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严格规范消费券发放流通过程。强化消费券发放流通和使用监管，严禁违规买卖消费券、囤积消费券或使用消费券兑

换现金甚至联合商家“套现”行为。积极督促消费券发放平台完善管理制度，优化用户抢券、使用、核销流程，提高服务质量

和服务效率，提升用户体验感。加强对参与活动商户的监督监管力度，严禁商户利用消费券虚假宣传、变相加价、以次充好等

违规行为，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四是灵活调整消费券发放相关政策。采取灵活多变的消费券发放政策选择，不定期向各个平台、相关领域专家征求评估意

见和改进建议，根据实践效果及时调整优化消费券投放策略，更好地发挥消费券撬动消费的积极作用。面向广大消费者和参与

活动商户开放自主询问和意见反馈渠道，针对消费者和商户重点关心和普遍反映的问题予以回复，对言之有理、可操作性强的

意见建议予以采纳，不断提升消费者使用体验感，切实惠及参与活动的中小商户，营造良好市场氛围和舆论环境。 

6 结语 

总体来说，武汉市政府为应对新冠疫情探索发放居民消费券，是宏观调控政策对突发性经济冲击的有效应对，从发放效果

来看，短期刺激消费、拉动内需、推动经济复苏的作用还是十分显著的。但是发放消费券只是应急之策，难以发挥长效作用，

电子消费券在宏观经济政策中如何最大化发挥效用、完善政策体系值得进一步探索研究。政府通过发放消费券取得短期消费增

长、经济复苏的同时，应充分利用其带来的缓冲期，结合区域实际情况探索出台系统性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良性发

展。 

参考文献： 

[1]孙杰.消费券对刺激消费的实证研究——以杭州为例[D].浙江大学,2012. 

[2]熊伟.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政府消费券发放规则的法律检视[J].武汉大学学报,2020(09). 

[3]柳思维.特大疫情冲击非常时期发放消费券促进消费回补的思考[J].消费经济,2020(03). 

[4]常伟.消费券的经济分析[J].中国物价,2009(08). 

[5]王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电子消费券的效应分析[J].品牌战略与电子商务,2020(24). 

[6]张颖初.浅谈新冠疫情后政府发放消费券[J].服务体系建设,2020(07). 

[7]王成.财政压力下消费券的杠杆设计——兼论刺激消费的资金来源问题[J].财政研究,20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