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重要声明部分 

 
 

[Table_Title] 分析师：杨畅 

执业证书编号：S0740519090004 

电话：021-20315708 

Email：yangchang@r.qlzq.com.cn 

 

 

 

 

 
 
 
 
[Table_Report] 相关报告 

 

  

[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2020 年初，面对疫情的冲击，全国多个省市相继采取消费券的方式，打通制约消费的
堵点。 

 根据本地宝网站数据，梳理了 2020 年 Q1 至今全国各省市发放消费券的情况，并进行
了统计分析，发现以下特点： 

1、各省市发放次数：采取消费券方式的省份以东部为主 

2、发放的起始时间分布：疫情结束后的复苏期是发放消费券的主要时点 

3、发放的持续时间：在一个月内短期使用相对较多 

4、发行机构的分布：政府承担了发放消费券的主力地位 

5、领取方式的分布：互联网 APP 以及政府小程序和公众号较为普遍 

6、单次发放总额的分布：以 1 亿元以下为主的“小额多频”特征明显 

7、使用方式的分布：“满减”成为主流方式 

8、支持类型的分布：商超、餐饮是主要受益对象 

 

 

 风险提示事件：1、政策变动风险。2、研报使用的信息数据更新不及时的风险。3、本
报告中的消费券统计口径为本地宝中涉及到的相关信息，存在与各省市实际消费券发
放情况有差异的风险。4、本报告对本地宝数据的统计采用手动摘录的方法整理分析得
到，存在操作不当导致的统计误差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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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促消费前瞻（三）：消费券 

——当前经济与政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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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改革促消费前瞻：消费券 

围绕各省市消费券发放次数、起始时间、持续时间、发行机构、领取方

式、发放金额、使用方式、支持类型等 8 个方面进行统计分析。 

1.1 各省市发放次数：采取消费券方式的省份以东部为主 

2020 年 Q1 至今，共统计到有 25 个省市区曾经采取过发放消费券的方

式。其中，发放次数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江苏 39 次、广东 29 次、河

北 22 次，均位于东部地区。在直辖市内，发放次数最多的直辖市为上

海，共发放 19 次。发放消费券偏少的省份主要集中在西部的云南、甘

肃，以及中部的内蒙古，仅发放过 1 次消费券。另外还有黑龙江、青海、

山西、新疆、宁夏、西藏等 6 个省市区，没有统计到发放消费券的数据。 

 

图表 1：各省市消费券发放次数分布 

 

来源：本地宝、中泰证券研究所、有效样本 258个（由于部分消费券存在某方面指标未公布的情况，

造成不同指标之下的消费券有效样本数量可能存在差异） 

1.2 发放的起始时间分布：疫情结束后的复苏期是发放消费券的主要时点 

从 2020 年一季度至今，每个季度均有省市发放消费券。发放消费券最

多的三个季度分别为 2020 年 Q2、2020 年 Q3 和 2022 年 Q1。发放消

费券最少的季度为 2020 年 Q1。发放消费券的时间与疫情爆发时间关联

性强，发放时间一般选择为疫情后复苏期。各季度发放情况：2020 年一

季度发放 6 次；2020 年 2 季度发放 89 次；2020 年三季度发放 39 次；

2020 年四季度发放 9 次；2021 年一季度发放 28 次；2021 年二季度发

放 9 次；2021 年三季度发放 20 次；2021 年四季度发放 11 次；2022

年一季度发放 35 次。 

 

图表 2：发放消费券起始时间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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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本地宝、中泰证券研究所、有效样本 246个 

 

如果把发放消费券的省市与发放时点进行交叉分析，可以发现，覆盖最

多时段的省份为江苏，在七个季度均有消费券发放；覆盖季度较少的省

份为吉林、贵州、云南、甘肃和内蒙古，只在一个季度进行发放。另外，

发放时间较早的省市包括北京、四川、浙江、安徽和广西，在 2020 年

第一季度就进行了消费券发放。 

 

图表 3：各省、直辖市在各季度的消费券发放情况 

 

来源：本地宝、中泰证券研究所、有效样本 258个 

1.3 发放的持续时间：在一个月内短期使用相对较多 

以 10 天为期限将消费券发放持续期分为 7 个区间，持续期间为 1-10 天

的发放次数 55 次， 11-20 天的 20 次，21-30 天的 46 次，31-60 天的

30 次，61-90 天的 27 次，91 到 120 天的 12 次，121 天以上的 9 次。

消费券发放更多倾向于一个月内的短持续期，其次是一至三个月的中持

续期，三个月及以上的长持续期发放数量较少。 

 

图表 4：消费券发放持续时间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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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本地宝、中泰证券研究所、有效样本 199个 

1.4 发行机构的分布：政府承担了发放消费券的主力地位 

自 2020 年 Q1 至今，发放消费券的主体相对较多，可分为 5 类：政府、

实体商家、互联网平台企业、央企国企和银行。其中，发行次数最多的

机构是政府，发放 198 次，占比 73%；其次的是实体商家，发放次 44

次，占比 16%；发放次数最少的机构是银行，占比小于 1%。以发放机

构性质进行分类，可分为 2 类：单一机构和多机构，其中，单一机构的

发放形式更加常见，占比 95%。 

 

图表 5：消费券发行机构的分布（按发放机构主体分） 

 

来源：本地宝、中泰证券研究所、有效样本 25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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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消费券发行机构的分布（按发放机构性质分） 

 

来源：本地宝、中泰证券研究所、有效样本 258个 

 

图表 7：各省、直辖市消费券的发放机构 

 

来源：本地宝、中泰证券研究所、有效样本 258个 

1.5 领取方式的分布：互联网 APP 以及政府小程序和公众号较为普遍 

根据现有数据的梳理，消费券的领取方式共有 9 类：互联网平台 app、

政府小程序、政府公众号、政府 app、商家公众号、商家小程序、商家

app、线下门店和银行 app。其中发放次数最多渠道的为互联网平台 app，

共发放消费券 100 次。其次是政府小程序、政府公众号和政府 APP。总

体来看，依托互联网进行电子发放，有利于加快消费券的发放效率，达

到向居民转移支付和刺激消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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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8：消费券领取方式的分布 

 

来源：本地宝、中泰证券研究所、有效样本 251个 

 

发放次数较多的省市依托多个平台进行消费券发放，其中政府渠道（包

含三个子渠道政府公众号、政府 app、政府小程序）发放消费券数量最

多，而发放消费券较少的省市几乎不通过商家渠道进行发放，更依赖于

以互联网平台 app 的渠道进行发放。 

 

图表 9：各省、直辖市消费券的领取方式 

 
来源：本地宝、中泰证券研究所、有效样本 251个 

1.6 单次发放总额的分布：以 1 亿元以下为主的“小额多频”特征明显 

将发放总额分成四类：1000 万以下，1000 万-1 亿，1 亿-10 亿，10 亿

以上。总额在 1000 万以下的消费券发放次数有 83 次，总额在 1000 万

-1 亿区间的发放次数有 70 次，总额在 1 亿-10 亿区间的发放次数有 17

次，总额在 10 亿以上的发放次数有 6 次。总体上看，发放总额主要集

中在 1 亿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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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消费券发放金额的分布 

 

来源：本地宝、中泰证券研究所、有效样本 176个 

 

江苏、河北呈现出“小额多频”的特征，消费券发放次数较多，但多集

中于 1000 万以下的小额发放；广东发放次数也较多，发放金额集中于

1000 万-1 亿的中段区间；上海发放次数虽不及前三省份，但发放金额

大，10 亿以上金额的消费券发放 10 次，也是唯一一个发放金额达到 10

亿以上的城市。 

 

图表 11：各省、直辖市消费券的发放总额 

 
来源：本地宝、中泰证券研究所、有效样本 17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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