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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和经济受挫，如何提振消费，促进经济恢复和增长，成为摆在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

自2020年第一季度开始，各级政府开始发放消费券，以期能应对疫情造成的影响。本文以宁波市市民为

调查对象进行抽样调查研究，运用SPSS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具体了解宁波市市民对消费券的认知情况、

使用情况以及满意程度，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调查发现：一半以上的居民知道消费券但对其使

用规则的认知度较低；大部分抢到消费券的居民都使用过消费券，且更偏爱“必需型”消费场景；居民

对消费券的各项影响因素的满意程度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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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ace of the sudden epidemic and economic setbacks, how to boost consumption, promote 
economic recovery and growth,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front of the government. Start-
ing from the first quarter of 2020,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began to issue consumer voucher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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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ffort to cope with the impact of the epidemic. This paper takes the citizens of Ningbo City as 
the survey objects to conduct a sample survey and study. SPSS software is used for data analysis to 
specifically understand the cognition, usage and satisfaction degree of the consumption coupons 
of the citizens of Ningbo City, and put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ccordingly. The 
survey found that: First, more than half of the residents know the consumption coupons but have a 
low awareness of the rules of their use; Second, most of the residents who get the consumption 
coupons have used the consumption coupons, and prefer the “necessary” consumption scenario; 
Third, the satisfaction degree of residents on the factors affecting consumption coupons is differ-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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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全国消费短期承压，消费提振、扩大内需成为经济复苏的关键词。据商务部统计，

截至 5 月 8 日，中国已有 28 个省市自治区的 170 多个地级市发放了 190 多亿元消费券，这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次大规模通过发放消费券来应对经济冲击。 
2020 年 10 月 29 日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全面促进消费，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

用，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适当增加公共消费”[1]。2020 年一季度数据显

示，我国 GDP 同比下降 6.8%，因为最终消费支出下滑导致 GDP 下降幅度为 4.3%，中小微企业受创最为

严重[2]。消费券作为提振消费的工具，短时期内起到了刺激消费、保障民生、稳定就业的积极作用。 

2. 问题提出 

本课题从浙江省宁波市发放消费券的情况出发，以宁波市民为研究主体，采取线上问卷和线下问卷

相结合的方式，共发放问卷 1060 份，有效问卷 1033 份；对相关政府人员、合作商家以及宁波市民进行

了访谈，深度了解宁波市消费券发展的现状。研究问题在于：第一，居民对消费券的认知现状如何？第

二，居民对消费券的使用现状如何？第三，居民对消费券的满意程度如何？本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具

有重要的意义。理论上，缺乏对于疫情期间特殊发放政府消费券的研究，因此本研究期望能从理论上充

实对疫情间政府消费券的研究。实践上，本研究通过实证调查，测量人们对消费券的认知度、接受度、

使用度和满意度，进而测量这一政策工具的现状与作用，为政府更为精准发放消费券、提升消费券的效

能提供对策建议。 

3. 文献综述 

消费券是移动互联网时代诞生的新产物，具有精准、高效、便捷的特点，其发展成为必然。以“消

费券”为关键词对中国知网所有文献进行检索，如图 1 所示通过对文献发表时间的统计分析了解到 2009
年和 2020 是研究的踊跃阶段。究其原因，主要是在 2009 年全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以及 2020 年

新冠疫情对全国经济冲击的大背景下，政府通过发放消费券来扩内需、促消费，使得消费券立刻成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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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各界关注的热点，掀起了消费券研究的高潮。 
 

 
Figure 1. Annual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literature on “consumption coupons” 
图 1. “消费券”研究文献年度分布情况 

 
罗凯、王弟海(2010)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及相关数学模型评估了中国的消费券政策在金融危机下效

果，他们通过研究发现发放消费券有利于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的消费水平以及增加就业机会，消费券对

利率、物价水平和实际汇率的上涨有推动作用[3]。李鹏博(2010)在金融危机中消费券的经济效应的研究

中，对杭州市的消费券进行了实证研究，在研究中发现消费券能增加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从而刺激

消费[4]。林毅夫(2020)根据“有为政府”理论认为，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规模封锁和隔离，大量企业

倒闭、事业剧增，只靠市场的价格机制难于恢复供需的均衡，此时政府就需要积极主动采取措施，克服

市场失灵[5]。李彦璋(2021)认为在我国“双循环”背景之下，消费券能给经济带来一系列的扩张效应，

能够快速拉动生产和消费[6]。 
学者们认为，虽然消费券极大地克服了传统局限，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左小蕾(2009)消认为消费券是

一次性效应，消费券政策仅具有短期效应，如果没有后续的投资和资金，就不能形成“消费–投资–生

产–收入–再消费”的循环，不能达到消费券正在预期的目标[7]。叶建华(2009)认为消费券存在替代效

应，居民领到消费券后会将本需要消费的现金储存起来，而厂商由于短期的集中消费无法调整生产，结

果会导致产品价格上涨，增长了滞胀的可能性[8]。李博硕(2020)从消费券的设计、发放、管理出发，认

为消费券存在诸多门槛、发放渠道单一难以满足居民多样化需求，管理存在漏洞、对经济促进作用的长

期效应不显著[9]。郭凯悦(2020)通过调研发现消费者有更多需求等待被满足，精准定位亦会导致“供不

应求”。并且，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让部分贫困人群被拦在精准救助的政策之外，影响福利公平

性[10]。 
在全球流行疫情这一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本文通过对宁波市消费券发放的现状进行调查，

为现有文献主要以公众满意度或调查数据提供补充。 

4.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调研起始于 2020 年 5 月，涉及主题确定、资料收集、问卷设计、问卷调查以及数据分析，历

时半年。运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以宁波市 16 周岁以上的市民为调查对象，选择采取网络问卷和线下问卷

相结合的形式进行调查。借助 SPSS 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共发放问卷 106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033
份。其中线上有效问卷 910 份，线下有效问卷 123 份，问卷有效率为 97.45%。本次调查问卷主要包括三

方面：1) 宁波居市民对消费券的认知情况，包括对消费券政策、使用规则、领取情况等；2) 宁波市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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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消费券的使用情况，包括使用领域、使用与否的原因等；3) 宁波市居民对消费券的建议。调查研究框

架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Survey and research framework 
图 2. 调查研究框架图 

5. 数据分析与结论 

(一) 宁波市政府消费券的发展现状 
1) 样本分析 
本次调查主要对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进行分析，包括性别、年龄、文化水平、职业及经济水平五个

方面，通过图表整理，对部分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Table 1. Basic table of sample information 
表 1. 样本信息表 

基本信息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491 47.53% 

女 542 52.47% 

年龄 

20 岁以下 196 18.97% 

20~30 岁 602 58.28% 

31~40 岁 104 10.07% 

41~50 岁 83 8.03% 

50 岁以上 48 4.65% 

文化水平 

小学及以下 28 3% 

初中 59 6% 

高中(中专) 98 9% 

大学(大专) 805 78% 

硕士及以上 4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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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职业 

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50 4.84% 

专业技术人员(如教师/医生/律师等) 40 3.87% 

工人(如工厂工人/建筑工人/环卫工人等) 51 4.94% 

服务业人员(如餐饮服务员/司机/售货员等) 22 2.13% 

自由职业者 60 5.81% 

公司职员 83 8.03% 

学生 676 65.44% 

家庭主妇 5 0.48% 

失业人员 5 0.48% 

退休人员 25 2.42% 

其他职业 16 1.55% 

经济水平 

2000 元以下 610 59.05% 

2001~4000 元 181 17.52% 

4001~6000 元 110 10.65% 

6001~8000 元 56 5.42% 

8001~10,000 元 41 3.97% 

10,000 元以上 35 3.39 
 

由表 1 可知，在本次调查中： 
a) 调查对象性别分布为：47.53%为男生，52.47%为女生。比例接近 1：1，符合宁波市男女人口比例

现状。 
b) 调查对象年龄分布：年龄在 20 岁以下的占 18.97%，20~30 岁的占 58.28%，31~40 岁的占 10.07%，

41~50 岁的占 8.03%，50 岁以上的占 4.65%。20~30 岁的被调查者占大多数，包括了正处于学习阶段的大

学生、研究生、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人，这个年龄阶段的人群是使用消费券的主力军。对这类群体进行

调研，有一定的科学性。 
c) 调查对象文化水平分布：小学及以下文化水平的占 3%，初中文化水平的占 6%，高中(中专)文化

水平的占 9%，大学(大专)文化水平的占 78%，硕士及以上文化水平的占 4%。调查过程中，所有文化水

平的人群均有涉及，有助于得到更加完整的分析结果。 
d) 调查对象职业分布：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占 4.84%，专业技术人员占 3.87%，工人占 4.94%，

服务业人员占 2.13%，自由职业者 5.81%，公司职员占 8.03%，学生占 65.44%，家庭主妇占 0.48%，失业

人员占 0.48%，退休人员占 2.42%，其他职业占 1.55%。数据所涉及的职业较广，保证了数据的完整性。 
e) 调查对象经济水平分布：2000 元以下的占 59.05%，2001~4000 元的占 17.52%，4001~6000 元的

占 10.65%，6001~8000 元的占 5.42%，8001~10,000 元的占 3.97%，10,000 元以上的占 3.39%。被调查者

以中低收入人群为主，符合消费券的适用人群。 
2) 宁波市居民对消费券的认知现状 
关于宁波居民对消费券的认知现状，本研究主要从消费券认知程度、消费券使用规则了解程度、了

解消费券发放信息的渠道、是否领取到消费券四个方面进行调研，结果分析如下： 
a) 消费券认知程度 
根据调查，如图 3，57.79%的居民表示了解政府发行的消费券，42.21%的居民表示不了解政府发行

的消费券。说明疫情期间，宁波市超过一半的居民都对消费券有所了解，有一定的认知程度，但其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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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不是很大，仍需加大对消费券的宣传力度。 
 

 
Figure 3. Residents’ awareness of the issuance 
of consumption vouchers by the government 
图 3. 居民对政府发放消费券认知程度   

 
b) 消费券使用规则了解程度 
根据调查，如图 4，选择“完全了解”的居民占 10%，“比较清楚”和“一般清楚”的居民分别占

23%和 24%，“不太清楚”和“完全不了解”的居民分别占 26%和 17%。由此可见，宁波市一半以上人

群对消费券使用规则的认知程度不足。 
 

 
Figure 4. Resi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rules for the use of consumer 
vouchers 
图 4. 居民对消费券使用规则了解程度 

 
c) 了解消费券发放信息的渠道 

 
Table 2. Channels for residents to understand the distribution information of consumption vouchers 
表 2. 居民了解消费券发放信息的渠道 

 人数(人) 百分比(%) 

商家/门店工作人员推荐 179 20.86 

QQ、微信、微博、网站等 476 55.48 

支付宝、云闪付、银联等平台 555 64.69 

亲戚、朋友、同事推荐 360 41.96 

电视、报刊等 95 11.07 

抖音、快手等短视频 APP 93 10.84 

其他 24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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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2 所示，绝大部分居民了解消费券发放信息都是通过支付宝、云闪付、银联等平台以及 QQ、微

信、微博、网站等，部分居民是通过亲戚、朋友、同事推荐来了解消费券发放信息的(见表 2)。由此可见，

手机 APP 已成为人们了解消费券发放信息的主流渠道。 
d) 居民是否领取到消费券 
根据调查，26.85%的市民选择“从未抢到过”，63.94%的居民选择“偶尔抢到”，9.21%的居民选

择“经常抢到”。由此可见，宁波消费券的发放力度较大，但也存在抢券难的问题，仍有四分之一的居

民表示抢不到券。 
3) 宁波市居民对消费券的使用现状 
关于宁波市居民对消费券的使用现状，本研究主要从消费券使用情况、使用领域、原因三个方面进

行调研，结果分析如下： 
a) 居民消费券使用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如图 5，抢到消费券的人数为 572 人，占比 55.37%。其中 83.74%的居民使用过消费

券，16.26%的居民未使用过消费券。 
 

 
Figure 5. Proportion of consumption coupons used by residents 
图 5. 居民使用消费券比例 

 

 
Figure 6. Reasons for not using coupons 
图 6. 不使用消费券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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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居民消费券使用领域 
 
Table 3. Distribution of consumer vouchers 
表 3. 居民消费券使用领域分布 

 人数(人) 百分比(%) 

餐饮类 486 84.97 

旅游消费类 114 19.93 

百货零售类 251 43.88 

图书消费类 61 10.66 

医疗健康类 16 2.80 

酒店消费类 20 3.50 

其他 50 8.74 
 

由此可见，大部分消费者更倾向于将消费券使用在餐饮类和百货零售类领域(见表 3)，说明消费者更

偏爱“必需型”消费场景，也存在着消费券使用领域限制问题的可能。 
c) 不使用消费券的理由 
调查结果显示，如图 6，部分居民不使用消费券的理由主要是消费券折扣力度太小，缺乏吸引力和

消费券的使用范围不够广泛，占比分别是 39.78%和 33.33%。消费券使用门槛太高等其他因素也是部分居

民不使用消费券的理由。 
4) 宁波市居民对消费券满意度的描述性分析 
关于宁波市居民对消费券满意度的分析，本研究从发放平台、发放时间、发放数量、发放金额、使

用期限和使用范围进行调查。分析结果如下： 
 
Table 4. Evaluation and scoring results of residents’ satisfaction with consumer vouchers in Ningbo ( x s± ) 
表 4. 宁波市居民对消费券满意度评价评分结果( x s± ) 

调查内容 均值 标准差 

发放平台 
发放时间 
发放数量 
发放金额 
使用期限 
使用范围 

3.59 
3.41 
3.20 
3.24 
3.30 
3.37 

1.02 
0.94 
0.55 
0.66 
0.59 
0.65 

 

本研究对满意度的各项指标进行了均值和标准差的分析(见表 4)，由此可见，居民对消费券的发放平

台、发放时间及使用范围的满意度较高，而对使用期限、发放金额及发放数量的满意度较低。 
5) 小结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宁波市超过一半居民对消费券有所了解但其中一半以上的人群对消费券使用

规则的认知度较低。大部分抢到消费券的居民都使用过消费券，且消费者更偏爱“必需型”消费场景；

部分居民不使用消费券是因为消费券的折扣力度过小、使用范围不够广泛等。居民对消费券的各项影响

因素的满意程度存在差异性。 
(二) 宁波市政府消费券存在的问题 
1) 宣传工作存在不足 
由调查结果可知，宁波市居民对消费券的认知程度还不够高，了解消费券发放信息的渠道主要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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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网络平台和手机 APP，宣传平台过于单一。目前宁波市针对消费券所开展的宣传主要集中在消费券的

发放规模、发放时间、领取方式和使用范围等方面，忽视了消费券“刺激消费，提振经济”的正面宣传。 
2) 消费券转化为消费的转化率低 
宁波市商务局统计数据显示，第一期 3000 万元宁波消费券最终核销率达 89.4%，直接撬动消费 2.7

亿元，撬动率为 10.1，间接带动消费超过 25 亿元。第二期 8000 万元宁波消费券，截至 7 月 3 日，全市

通用消费券实际核销金额 1559.063 万元 1。消费券存在使用期限较短、使用门槛较高、发放方式不科学、

使用范围有限的问题。结合核销率和调查情况来看，宁波市居民对于消费券的使用率有待提高，存在部

分居民抢到消费券却不使用的现象，造成消费券浪费的问题。 
3) 缺乏相应的监管机制 
根据调查结果，在消费券发放的过程中，部分居民表示抢不到消费券，且存在一些有违道德却又很

难断定为违法的行为，如与商家串通，以虚假消费方式实现消费券套现。不仅导致了资源浪费，也导致

消费券并未真正流入经济运行刺激消费，无法有效发挥消费券的作用，且会扰乱市场的正常运行。 
(三) 完善宁波市政府消费券的对策建议 
1) 加大宣传力度 
加强正面宣传引导，发放方式多元化，扩大消费券影响范围，让人们认识到消费券能起到稳就业、

保民生、促发展的积极作用。提高政府宣传部门应用大数据技术的能力，构建“传统 + 新媒体”的宣传

阵地，结合新媒体平台传播范围广、及时性强、受众广和传统媒介权威性高的优势。同时，打通线上线

下场景，让精细化消费券点燃消费热情。 
2) 提高消费券转化为消费的转化率 
政府可以根据不同行业领域的特征，设置不同数额的消费券，使其使用门槛合理化。目前消费券主

要集中在餐饮、购物、休闲娱乐等日常消费领域，应扩大消费券的使用范围，丰富消费券的类型，满足

不同人群的不同消费需求。加强政企合作，扶持中小微企业，定期向其多批次、常态化的发放补助类消

费券，公平地享受消费券的优惠政策。 
3) 完善相关政策规定与监管机制 
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作用，政府完善相关政策规定与监管机制，建立公平公开的发放制度，

利用大数据技术记录消费券领取和使用的具体情况，进行实时监管。发挥市场监管作用，进一步规范消

费券的使用条件和适用范围，优化消费环境，提升消费质量。 
4) 把好“方向盘”，精准发放消费券 
发放消费券应充分考虑各区县的经济水平和财政能力，因地制宜，把控好整体方向。在发放消费券

时，重点面向最低生活保障群体、困难群体和中低收入群体，使其更有效地享受消费券这一政策工具所

带来的帮助，保障其生活需求。将关注点更多放在疫情时期损失较为严重的中小微企业上，精准扶持，

加强联系，以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促进居民消费升级、企业转型和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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