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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持续加码促消费多地持续加码促消费市场暖意涌动市场暖意涌动

各地“真金白银”促消费

近一段时间以来，多地通
过密集发放新一轮消费券、开
展促销活动等方式，以“真金
白银”加快促进消费市场持续
恢复。

在苏南苏北，“苏新消费·
春惠江苏”系列活动正在开
展。3月中旬至5月初，江苏将
累计开展1400余场消费促进
活动，发放1.2亿元惠民消费券
及3500万元数字人民币红包，
推出5项省级重点活动以及13
个设区市“一市一主题”消费促
进活动。

在齐鲁大地，“2023 山东
迎春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3
月至5月消费季活动期间，山
东将发放政府消费券4亿元，
参与打折让利的企业达到15
万家、平台商户85万个，金融
机构也配套推出支付优惠，有
望带动客流增长20%左右。

在东北吉林，“全民消费
季”活动于不久前启动。全省
各市县将联动开展全领域、多
业态大型促销活动近千场，各
类商贸企业、文化场所、旅游景
点、电商平台等上千家企业联
合参与，适时精准投放消费券，
持续开展让利促销。

……
梳理近期地方促消费举

措，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
究院副院长、产业经济研究中
心主任宋向清评价说，地方促
消费过程中注重帮居民蓄积发
力消费的内在实力；注重从宏
观层面和产业领域增加就业、

提高薪酬。在扩大生活性内需
的同时，地方也在加力扩大生
产性内需，使内需增长源大幅
增加。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
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在接受
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近期地方通过创新消费场景、
改善消费条件、丰富产品供给
等多种方式推动消费持续恢
复，呈现出便利化、特色化、多
样化等特点。

刘向东进一步介绍，便利
化在于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消
费流程、改善消费环境，出台
相应的消费便利化措施，让居
民消费更加便利高效；特色化
在于各地因地制宜地结合当地
实际打造不同的特色商业街
区、推出特色的消费场景，用
足用好当地文旅创意等资源，
培育特色餐饮民宿等新业态，
开发更具地域特色的文旅产
品等；多样性在于疫情防控政
策优化调整后，居民消费呈现
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的特点，
各地持续优化供给体系，提供
更加丰富多样的高品质产品
和服务。

地方如何因地制宜推出促
消费政策？刘向东认为，鉴于
很多商品和服务消费依赖特定
的时空场景，各地在促消费方
面可以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
结合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居民
收入水平、产业优势、消费升级
特点等，建设一批符合当地居
民需求的消费集聚区。

“同时，结合因城施策的需
要，有效释放住房、汽车等大宗

消费潜力，因地制宜鼓励发展
首店经济、首发经济，促进定
制、体验、智能、时尚等新型消
费。”刘向东说。

消费市场回暖态势明显

地方“真金白银”促消费，
效果如何？

近段时间以来，一系列扩
内需促消费的举措持续发力，
居民消费信心不断增强，消费
市场回暖态势明显。国家统计
局数据显示，今年1至2月，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7067 亿
元，同比增长3.5%，较2022年
12 月同比增速-1.8%大幅改
善。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
零售额70409亿元，增长5.0%。

此外，国家信息中心在分
析全国生活服务类商户经营情
况后发现，生活服务业经营活
力和消费活力均在快速增长，3
月日均指数分别比去年12月
提升25.4个点和36.9个点。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赵
辰昕3月6日在国新办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从消费看，今年春
节以来消费市场呈现良好态
势，旅游出行、餐饮零售等服务
消费大幅回暖，为一季度乃至
全年消费创造了良好开局。

未来还可以从哪些方面增
强消费能力、挖掘消费潜能？

宋向清认为，可着眼于全
面构建消费体系，细化饮食、服
装、出行等不同消费领域的消
费促进政策，建立覆盖居民全
生活周期的促消费循环系统。
例如，不久前山东省烟台市提

出实施“十大促消费工程”，在
全市构建全面多元的消费促进
体系，实现了促消费政策在居
民生活服务领域的全覆盖。

同时，宋向清认为，需选准
促消费的重点和关键环节，推
出具有针对性的促消费政策。
多地对此都进行了有益探索。
例如，河南省郑州市将家电、家
居、汽车和住房作为促消费的
重点，在补贴、信贷等方面出台
若干针对性政策。

此外，在宋向清看来，还要
注重消费的可持续性和长期消
费市场培育，引导居民科学消
费，让消费成为经济发展的不
竭动力。例如，有地方高校计
划开设消费学课程，培养学生
科学消费观，营造理性消费的
社会氛围。

刘向东建议，未来可进一
步消除妨碍消费潜力释放的
限制性措施，破除体制机制障
碍，营造良好的消费制度环
境。进一步放松住房、购车、
文娱等妨碍自主消费的限制，
鼓励放开酒吧、咖啡店、轻餐
饮店等“外摆位”限制，在条件
具备路段适当设置夜间临时
停车点，允许市场主体在商业
用地红线范围内依法依规开
展促消费活动。

“同时，强化消费市场秩序
监管，畅通消费者维权渠道，及
时响应消费者维权申诉，用好
12345等消费者维权热线，做
好对商品和服务供应质量的监
督处置，积极推进消费领域信
用体系建设，营造放心、安心、
舒心的消费环境。”刘向东说。

越来越多的城市管理者意
识到，良好的消费环境是提振
消费信心、促进社会消费的重
要一环。记者注意到，不久前，
由中国消费者者协会发布
《2022年 100个城市消费

者满意度测评报告》显
示，去年全国100个城
市消费者满意度综
合得分为78.81分，

总体处于良好水平。

增加居民收入
是促消费关键

从政策层面看，除了一些
短期的刺激举措以外，想持续
扩大内需、拉动消费，需要在哪
些关键环节发力？

宋向清认为，促进消费提
质扩容的关键是增加就业机
会，提高薪酬水平。应尽快提
高个税起征点，要加快家电、网
络、通讯等基本消费品的升级
步伐，对新能源汽车、家电、手
机、电脑等要通过补贴、减税、
派发消费券等进行消费引导，
助力全社会居民消费品的迭代
升级。

刘向东在接受中国城市报
记者采访时表达了相似的观
点：“推动消费持续回复和提质
增效，关键是要多渠道增加居
民收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在刘向东看来，首先应改
善居民收入预期，帮扶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纾困，鼓励创造创
新工作岗位，落实、落细稳就业
政策举措，增强劳动者就业稳
定性，逐步引导提高劳动者工
资薪酬。尤其是提高消费倾向
高、受疫情影响大的中低收入
群体收入，做好稳价保供工作，
缓解价格上涨对困难群众带来
的压力。

“同时，持续扩大中等收入
群体规模，深化收入分配体制
改革，激发高校毕业生、技术工
人、中小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
进城农村转移人口等重点群体
活力，推动更多低收入群体迈
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刘向东
认为，挖掘消费潜能关键是搞
活经济，促进经济整体性好转，
为劳动者提供增收的机会。

居民消费能力与其收入
水平息息相关。记者注意到，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
本同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
收入”。

▲3月30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箱’约那

达慕 休闲周末游”后备箱市集在内蒙古自治区展览馆热

闹开市。本次后备箱市集将持续4天，设置了大众市集、体

育竞技、文化娱乐、城中露营、“箱”亲相爱角等区域，推出精彩

时令活动和特色风味好物，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夜购、夜

食、夜秀、夜游。 人民图片

▶当前随着旅游持续升温，重庆餐饮市场迎来了全面复苏，各种

中餐、火锅、串串新店纷纷开业亮相，消费持续旺盛。图为重庆市南岸

区，市民在一家特色火锅店里用餐。 中新社发 李洪波摄

■中国城市报记者 邢 灿

消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就“着力扩大国内需求”作出具体部署，明确提

出“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商务部将2023年确定为“消费提振年”，3月是“全国消费促进月”。中

国城市报记者注意到，各地近期出台多项举措，促进消费加快恢复和增长。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