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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受疫情影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大，消费信心不足。各地政府陆续发放电子消费券，以求刺激消费、提

振内需、促进经济复苏与发展。本文选取杭州、上海及成都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发行的电子消费券作

为研究对象，阐述电子消费券的发行现状及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建议，为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下政府

发放电子消费券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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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fected by the epidemic, China’s economy is under great downward pressure and consumer con-
fidence is insufficient. In order to stimulate consumption, boost domestic demand and promote 
economic recovery and development, local governments have issued electronic coupon. This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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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 selects three representative cities, Hangzhou, Shanghai and Chengdu,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elabor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the issuance of electronic coupon, and put for-
ward targeted suggestions, providing certain reference for the government to issue electronic 
coupon under the digital economy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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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自 2020 年春节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我国经济受到严重冲击，消费市场遭受重创，各行各业损失

惨重，门店商户经营惨淡，面临严峻考验。尽管我国已在 2022 年 12 月全面放开疫情防控，目前仍处在

更为重要的“疫”后经济复苏及回升时期。国家统计局核算数据表明，截至 2022 年末，全国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已达到 439733 亿元，较往年下滑 0.2% [1]；全国城镇居民平均消费支出为 24538 元，比实际减

少 0.2% [2]。 
为重启消费、恢复经济，中央和地方政府先后施行减税免税、补助金帮扶、发放电子消费券等多项

措施。其中，具有见效快、规模广等显著优势的电子消费券脱颖而出，成为各方刺激消费的政策优选，

也为产业数字速发展提供新兴基构。据商务部统计，全国共有 28 个省份、170 多个地市根据当地经济发

展和财政能力状况，累计发放电子消费券 190 多亿元[3]。 

2. 电子消费券发放现状 

因经济发展水平等地区差异，电子消费券在各地产生的效用、影响也存在不同。本文选取杭州、上

海及成都三个具代表性的城市，阐述电子消费券近期现状。 

2.1. 杭州 

杭州市发放电子消费券起步较早，在 2020 年 3 月即进行第一期发放，群众普及率较高；推广力

度较大，其 16.8 亿元的发放规模在国内名列前茅；助力消费扶贫，在 2020 年 4 月发放“爱心扶贫消

费券”，用于指定店铺以购买定向扶贫商品[4]，使电子消费券的覆盖人群在面向普遍群众的同时，也

针对性地面向弱势群体；消费门槛较低，面值多为“满 40 减 10”的折扣，符合大众消费；消费带动

能力强，截至 2022 年 7 月，杭州共计发放 2.8 亿元的电子消费券，带动消费超 30 亿元，杠杆比例达

到 1:15.6 [5]。 

2.2. 上海 

上海发放电子消费券的起步稍晚，于 2022 年 8 月首次发放，群众普及率较低；但发放规模大，据上

海市商务委消息，三轮投放金额共达 10 亿元，财政实力雄厚；兼顾公平与效率，以“摇号中签”的方式

进行发放；时间跨度大，涉及中秋、国庆、双十一等节假日及消费旺季；惠及更多消费者，使用门槛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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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满 300 减 100”的面值降低到“满 100 减 50”的折扣，最大限度释放消费活力；拉动消费效果

显著，截至 2023 年 1 月，资金核销率为 97%，拉动消费金额共 35.06 亿元，杠杆率近 3.71 倍[6]，有效

提振了受疫情冲击的消费信心。 

2.3. 成都 

成都发放电子消费券的起步较早，于 2020 年 5 月首次发放，群众普及率较高；持续发放热潮，采用

分波次抢券的方式进行，延长消费的“驻留”时间；面额设置灵活，不同的满减额度均有涉及，其中“满

100 减 40”“满 50 减 10”的折扣更加适应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创新消费体验，推广应用数字人民币线

上消费券，鼓励传统企业加快升级的同时，也有效保障财政资金的使用安全；激活消费动能，截至 2022
年 6 月，成都共发放“520”电子消费券 264 万张，核销率达 94% [7]。 

3. 电子消费券对经济复苏的影响 

政府发放电子消费券，主要是通过政府的资金补贴激发消费者在商贸流通领域的消费，以此帮助市

场经营主体加快走出消费不足、经营下滑的困境，从而提振消费信心、恢复市场活力。 
为深入了解电子消费券对经济复苏的影响，剖析消费者对于电子消费券的实际评价，本文通过问卷

星平台开展问卷调查，选取杭州、上海及成都三地群众作为调查对象，针对消费者的基本信息，消费者

对电子消费券的认知程度、参与情况、满意程度，电子消费券的现存问题、优化对策等多方面进行调查

分析，得出相关结论。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230 份，据 IP 地址筛查收回有效问卷 212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 92%。调查结果

符合当前社会的消费水平现状和消费年龄结构现状。问卷星平台导出数据显示(见表 1)，调研用户女性群

体占比近 53%，18~30 岁人群占比近 49%，在岗职工占比近 58%，月消费位于 1000~3000 元区间的群体

占比近 37%。因此，问卷调查对象大多为中低等消费水平的上班族群体，基本是互联网的常用用户，可

通过互联网了解到有关电子消费券的相关信息，是电子消费券消费群体的主力军。同时，问卷将调查对

象分为未领取、已领取但未使用、已领取并使用三类群体进行针对性调查，进一步保证问卷调查的合理

有效。 
 

Table 1. Sample information exported from the WJX questionnaire platform 
表 1. 问卷星平台导出样本信息 

基本信息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99 46.7% 

女 113 53.3% 

年龄 

0~17 岁 26 12.26% 

18~30 岁 103 48.58% 

31~60 岁 69 32.55% 

60 岁及以上 14 6.6% 

职业 

学生 31 14.62% 

个体经营户 10 4.72% 

退休职工 14 6.6% 

自由职业者 28 13.21% 

在岗职工 123 58.02% 

无业/待业 6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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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月消费水平 

0~1000 元 59 27.83% 

1001~3000 元 78 36.79% 

3001~5000 元 58 27.36% 

5001~10000 元 12 5.66% 

10000 元以上 5 2.36% 

3.1. 消费者层面——刺激消费需求 

为进一步加快释放国内市场需求，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扩大居民消费，合理增加公共消费，

启动实体商铺消费，保持线上新型消费热度不减” [8]。电子消费券作为刺激人们消费欲望的一股“推力”，

正在悄然转变受众的消费习惯，鼓励消费者由被动消费逐渐恢复至主动消费[9]。问卷调查数据显示，近

78%的消费者认为电子消费券增强了消费欲望，提高了外出消费频率，43%左右使用过电子消费券的消费

者也认为其优惠力度合适，体验感良好。消费者对于电子消费券的使用总体满意程度较高。而各地政府

正借助数字化力量，促使数字经济涉入多方领域，为消费者营造更加高效、公正、透明的消费环境。 

3.2. 企业层面——助力生产恢复 

电子消费券对“疫后”重振企业信心，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有较强的拉动作用。政府

发放电子消费券，与减免企业税费互补，通过间接补贴的形式刺激居民消费需求，推进商品和服务销售

额的回升，进而带动企业生产经营的恢复。同时，电子消费券的刺激也会助推企业营销手段的转变，既

降低印刷成本，又达到促销的目的。杭州消费券的调研显示：在行业的拉动效果上，餐饮服务和食品零

售的拉动效果最明显，分别为 3.7 倍和 3.3 倍[10]。2022 年四季度，成都市政府发放“助企惠民”电子消

费券，使商家企业获得更多现金流和利润，带动商品供给规模扩大，缓解经营压力，激发经济活力。由

此可见，电子消费券政策的施行将加速企业复工复产的进程，助推中国未来数字经济质的提升。 

3.3. 多方共赢——实现良性循环 

在“疫后”服务型消费低迷的大背景下，发放电子消费券利于经济稳步回暖，提振消费市场信心。

从消费端与供给端双向发力的角度，电子消费券通过“刺激消费需求——拉动企业生产投资，减少降薪

裁员——社会就业趋稳，托底民生保障——促进社会再生产再消费”的良性循环，实现多方共赢。消费

与生产的环环相扣，也将进一步撬动微观市场行为的活跃，拉动宏观经济的整体扩张[11]。在全民使用电

子消费券的过程中，产业数字化转型又提升至新一层面。多地政府借由互联网平台的依托，以数字化精

准推荐等技术，实现线上发券、精准导流、多场景消费的场景往复[12]。随着疫情形势向好，消费成为“消

费–生产–收入–再消费”中的重要一环，而电子消费券的推出扩通了制约经济环节的阻点，发挥了消

费对经济的牵引带动作用，成功体现了中国在引领经济复苏方面的出色领导力。 

4. 电子消费券发放存在的主要问题 

电子消费券虽有效激活了群众的消费欲望和潜力，促进了经济市场的恢复和发展，但在发放和使用

过程中仍存在一定问题，亟待加强管理解决。本文从上海、杭州及成都三地发放电子消费券的情况出发，

结合问卷调查，分析电子消费券存在的内外部问题。 

4.1. 宣传力度不足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近 22%的消费者认为电子消费券的宣传力度不足。未领取电子消费券的群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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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近 40%表示，其未领取的原因是不知道发放了电子消费券的消息。同时，电子消费券偏向线上宣传，

在第 5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互联网的普及率为 75.6%，意味着线上的宣传难以覆盖剩

下的非互联网用户群体；且宣传电子消费券的媒体平台过于单一，宣传范围多局限在领取平台推荐及相

关报刊新闻，少开展线下宣传活动，致使辐射人群有限；并且，电子消费券的使用范围多限于城市市区，

少有触及县乡地带，导致宣传也不易深入。 

4.2. 平台用户体验感欠佳 

领取并使用电子消费券的平台存在领用规则繁琐、使用流程复杂的问题。有近 40%的群众不清楚电

子消费券的领取方式，认为平台的操作规则复杂、领取流程不便；同时，30%的群众错过了电子消费券

领取时间，24%左右的群众忘记使用，导致多起关于电子消费券的相应投诉。查看各大平台电子消费券

的使用细则，发现“云闪付”的使用要求多至 9 条，“爱购上海”多至 17 条，难以保证消费者能够完全

阅览并理解应用。 
除此之外，群众对于平台公平性也存有一定疑虑。电子消费券一经发放，就呈现“一券难求”的局

面。而作为社会再分配方式的体现，如果平台不能保证电子消费券发放的公平性，就极大程度使电子消

费券的发放背离其刺激消费的初衷，降低群众的体验感及满意度。 

4.3. 缺乏相关监管机制 

政府对电子消费券的发放缺乏严格的监管机制，容易滋生乱象，影响社会公平。有 19%左右的消费

者认为发放电子消费券会导致个人信息的泄露，近 27%的消费者认为市场上还存在不良用户利用消费券

套现的情况。目前“羊毛党”利用技术手段大量囤积电子消费券，在流入市场的过程中，政府补贴的资

金被以低价进行违规套现、虚假交易，甚至大规模的团伙式专卖，导致成本增加、资源浪费等，难以改

善最需要电子消费券帮助的弱势群体的经济状况。 

4.4. 中小微企业覆盖有限 

政府限定仅零售餐饮、生活服务等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内大型实体商户才可报名参与电子消费券

活动。而随着疫后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发放消费券不应局限于此。受疫情冲击最大的是小型零售企业

及中小微商户，但目前一些地区仅指定大型连锁企业及商超参与电子消费券的发放活动。小型商家数量

少，知名度低，经营体量小，而大型商家具有多家连锁门店，占据大部分市场份额，在市场竞争中处于

优势地位，将进一步抢夺处于弱势地位的小微企业市场份额。 

4.5. 地方财政拨款受限、优惠力度低 

电子消费券由政府投入一定财政资金进行定向的补贴发放，其优惠力度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地区政

府的财政状况。在后疫情时期，多地政府尚未从财政赤字的下行压力中回缓，财政支出收紧、财政拨款

削减。而地方性的财政拨付作为电子消费券的主要资金来源，各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政府备受着

较大的财政负担，难以承受更多的补贴重压，从而进一步限制了电子消费券的优惠力度。 

4.6. 长期效用不足 

电子消费券虽具有拉动消费的作用，但其可持续性有待考究。根据问卷调查，近 14%的消费者认为

电子消费券无法带来稳定的经济、社会效益。为了应对未来发生的潜在威胁，我国居民的储蓄意识普遍

较强。在 2023 年第一季度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仅占 23.2%。且 65%左右的

调查对象认为，在持有电子消费券的情况下，他们仅会增加 1~2 次开销。电子消费券是政府在特殊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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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的刺激消费的特别手段，虽能有效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但只是一次性地提前预支消费者的支付能力，

影响其暂时性收入，不能彻底改变人们对未来的收入预期，因此难以为消费市场注入持久活力。而当前

社会所期望的提振消费，是可持续发展且具有长期效用。电子消费券可短期内改善消费预期，却无法让

经济步入长期良性循环的链条之中。 

4.7. 投放群体不精准、领用门槛过高 

大多数城市在设定电子消费券的发放时将贫困人群及老年群体排之于外。受困于近年经济下滑的行

情，贫困群体的开支受限于采购生活物资，少有额外资金支出，即使得到消费券，也极大程度达不到其

使用门槛。据问卷调查结果，近 14%的消费者表示疫情以来收入锐减，从而不敢消费；近 33%的消费者

认为限制使用电子消费券的因素，是其需满足特定的消费金额才可使用。杭州发放具有社会救济功能的

“爱心扶贫电子消费券”，这一举措也未能进一步被多数政府采纳推广。问卷调查对象中，60 岁及以上

的群体占比仅为 7%，且近 22%的消费者认为，线上发放电子消费券的方式难以顾及老年群体。截至 2022
年 12 月，50 岁及以上网民群体占比 31%，比重较低[13]。对于采取网上申领的电子消费券而言，多数老

年群体不会抢、抢不到、不会用，难以享受到消费券的政策福利。 

5. 发放电子消费券的优化对策 

5.1. 加大宣传力度 

宣传推广是电子消费券发放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据问卷调查结果，近 24%的消费者认为应该加大电

子消费券的宣传力度，增加宣传渠道。提升群众对于电子消费券的知晓度、关注度，发动广大群众积极

参与电子消费券的申领活动，才能让生活在数字化时代下的人们切实享受到数字红利。近 58%的消费者

是通过亲朋好友的推荐了解到电子消费券，49%的消费者是通过新媒体平台了解。而各地政府则应因地

制宜，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对电子消费券的宣传建设。与线上互联网平台、主流媒体合作，

充分利用节假日、消费节等热销时段，通过街道电子大屏、LED 等新媒体进行电子消费券的推送展示，

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同时制作电子消费券活动页面的二维码入口端，民众可直接扫码进入申领页面，并

在线下联系当地企业商户助力推广，提高其宣传效率。 

5.2. 搭建公平易用的领用平台 

电子消费券作为具有普惠作用的数字化补贴，其发放无疑是为了做到更便捷地“送得出去”“领得

下来”“用得出去”。电子消费券的规则越简单，就越容易刺激消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近 58%的电

子消费券的发放渠道和使用渠道为微信、支付宝等各类网络平台 APP，派券方式包括定时抢券、分配等

模式。但在使用平台过程中，有 25%左右的消费者建议优化改善电子消费券的申领过程。这代表着政府

应重视消费者的需求，鼓励各大平台设置可提醒消费者领取电子消费券的功能；同时规范精简各平台对

于电子消费券领用及使用的规则、流程，加强电子消费券使用的便捷性，提升消费者体验感，提高发放

效率。 
电子消费券的发放也要兼顾公平。针对电子消费券的领用平台，各地政府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利

用大数据分析技术，通过设定严格的评审标准公开遴选合适的发放平台，保障其发放的公开、公平、公

正及可追溯。在发放过程中，政府应与平台提前确认投放方式，并及时告知公众。平台也可采取“摇号”

的方式进行相对公平的投放，或根据各片区的人口规模，按比例进行投放，做到领取机会的相对均等。 

5.3. 加强执法监管 

电子消费券作为居民未来消费时的支付凭证，具有活动力度大、覆盖范围广等特点，但其发放也成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8648


靳雯婷 等 
 

 

DOI: 10.12677/ass.2023.128648 4753 社会科学前沿 
 

为部分不良用户牟利的工具，存在营销欺诈的风险敞口。据问卷调查，近 25%的消费者认为应该加强电

子消费券使用过程的监督。对此，相关执法部门应加强对市场主体的监管，注重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运用法律手段加大惩处力度，严厉打击违规使用电子消费券的行为。同时，政府也应与科技企业和银行

等部门进行深度合作，通过数字技术手段对商户流水进行预警监控、对非正常交易记录进行筛查、对异

常交易行为进行监管，并采取措施弥补技术漏洞。政府应为消费者营造乐于消费、敢于消费、安心消费

的良好环境，确保电子消费券能够产生预期的积极政策效果。 

5.4. 拓宽行业领域、涉及多方群体 

随着群众生活逐渐回归常态，促销活动成为消费日常，消费者对于电子消费券的热情正趋于下减。

此时，电子消费券应该走实惠而独具特色的道路，开拓更多的行业领域，涉及更多的消费群体，间断性

开展“短期有效”的多个消费券活动，为消费者提供新鲜感，维持其对刺激消费的作用。问卷调查数据

显示，近 39%的消费者认为电子消费券的覆盖店面少，近 22%的消费者认为其涉及的商品品类不全、选

择较少，近 26%的消费者认为应为电子消费券设计多元化补贴的制度方式。因此，针对行业领域，电子

消费券除用于餐饮、文旅、本地生活服务等外，还可利用大数据调查消费者的消费偏好，考虑适当开拓

康养、就业培训、乡村旅游等其他领域，同时也可扩大发放范围至县乡地区，拉动基层群众的消费力度；

针对消费群体，老年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仍有较大的探索空间，可通过特定的多元化补贴，以

实现真正的“为人民服务”。 

5.5. 因事制宜，多方合作 

中国内地政府对电子消费券的支出占 GDP 比重的 0.12‰，处于较低水平[14]。在当前财政支出收紧

的压力下，各地区政府应以自身财政状况为准，加强财政的资金统筹，以收定支，量力而行，避免造成

过重的财政负担；同时，可考虑由政府牵头，联合当地企业，着重选择中小微企业共同发放电子消费券，

保障参与的多元化和广泛性，帮助更多实体店家恢复活力。由此既能缓解财政压力，又能利用企业的社

会影响力，扩大消费规模，从而带来双向的经济效益，达到携手共赢的局面，促进区域的经济发展。 

5.6. 民生兜底保障 

政府应精确定位要扶持的人群，改善电子消费券的制度，逐渐普及到老年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对于

老年群体，政府可以推出老年人专享券、养老补贴等，提供中老年人领取的线下渠道，引导、培养中老

年人群体的数字消费习惯。针对低收入群体难以触达、难准确识别等困难，可以与大数据精准扶贫云系

统相结合，精确定位保护弱势人群；也可适度降低消费券的门槛，拿出一点比例的金额向低收入群体发

放定向消费券，发挥出消费券的社会保障功能，可相对缓解低收入群体的经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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