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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为了重振经济、刺激消费，我国成

为全球第一个发行数字消费券的国家。实践证明，数字消费券在刺激居民消费、推

动商家复工复产，提高财政资金效率方面效果显著，实现消费者、商家和政府三赢。

本报告是数字消费券的首份“账单”，全面展现了政府在支付宝平台上发放的

每 1 元消费券究竟是如何进入实体经济，并且以“乘数效应”拉动居民消费，同时

助力大量小微企业复工复产，在疫情平复后快速让一座座城市及时重启和复苏。支

付宝在实践中发现：数字消费券天然具有“滴灌效应”，能精准地将助力受疫情影

响严重的小微企业、餐饮零售业走出困境，也能精准地撬动中老年人、消费意愿低

下的人群增加消费，更能跨越“数字鸿沟”助力中西部地区和各线城市提振消费。

数字消费券背后已逐步形成一套经济学原理，北京大学、中国财政科学院、中

国社会科学院均进行了严谨的研究和论证，消费券的普惠、高效、精准得到了理论

的证明。

数字消费券是带动人们走上街头的一小步，更是数字治理和数字经济实践的一

大步。支付宝正在推动数字消费券趋于常态化，从政府主导示范到商家自发抱团，

街边小店通过支付宝也能像“星巴克”一样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消费券实现连锁

营销，财政政策也能从“乘数效应”升级到“指数效应”，最大化财政资金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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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境而行

● 新冠疫情让原本下滑的全球经济发展“雪上加霜”

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影响远超 2008 年金融危机，成为上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

以来最大经济衰退。今年 4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 2020 年全球 GDP 增长预期

调至 -3%，世界贸易组织则预测为 -8.8% 至 -2.5%。

● 消费成为当下全球各国经济所依赖的“引擎”

疫情之下，全球贸易几乎停摆，外需停滞下，消费成为各国经济复苏的重点。

图 1：疫情导致外国游客锐减，日本最大连锁免税店 Laox 于 7 月 28 日宣布关闭旗下半数门店

2020 年是全球经济发展史上百年一遇的逆风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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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月同比增长速度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中国近年来逐步成为消费大国，消费连续 6 年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在“三

驾马车”中贡献过半。在中国，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发展回补具有现实基础。

● 疫情之后，消费需要尽快完成“重启”工作

疫情对消费同样造成沉重打击，春节前后出现“断崖式下跌”，且没有像

2003 年非典出现的“报复性消费”（如图 2）。

表 1：三驾马车中，消费对 GDP 贡献占比过半

（数据来源：Wind）

消费 投资 净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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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来源：美国劳工部

从商家端来看，不少行业仍未从疫情期间“休克”状态走出来。全球不少国家

仍处于疫情爆发阶段，餐饮、零售、娱乐等服务业全面陷入停摆状态，即使像中国

目前疫情趋于缓和，仍有不少商家因为需求不振、资金短缺、人手不足等原因仍未

开张，其中大多数是小微商家。

图 2：小微商家因需求不振、人手不足等原因未充分复工复产

从消费者端来看，疫情造成不少国家就业减少，收入缩水。美国 4 月失业率从

疫情前不到 4% 增至 14.7% ，超过 08 年金融危机，仅次于上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

时期。疫情同样对中国居民的就业和收入产生影响，不仅如此，疫情期间消费压抑

状态后，居民的消费习惯也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建立起来。如图 3 所示，中国居民在

一季度之后，储蓄意愿显著提高，消费意愿显著下降，并且低收入人群消费意愿下

降更明显。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167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