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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背景下消费券的经济刺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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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方国家在特殊时期为了振兴经济采取了发放消费券的经济手段，该种方式促使人们在低迷的经济环
境当中受到消费刺激而大胆购买生活物资。早在金融危机时期，我国为了拉动一些地方经济，也对部分城市发放了

消费券，期望能够促进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本文研究消费券的经济刺激作用，在西方经济学背景下分析消费券的

发行背景，并对其应用效应展开讨论，最后探究西方经济学背景下消费券的经济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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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09 年期间，为了创新经济发展方式，鼓励群众

消费，杭州、成都等政府采用了对特殊人群发放消费券

的方式，以此带动地方经济消费增长。而中央政府面临

地方政府的创新措施予以支持和肯定。从西方经济学的

角度分析本次地方政府发放消费券的行为，发现此时所

发放的消费券还存在诸多问题，但也能够延伸出新的经

济效果。本文将详细讨论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下我国发放

消费券所产生的经济刺激作用。

1 消费券的发行背景
在 2008 年期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进而造成全

球范围内的金融市场出现金融危机问题，中国作为世界

上的大型经济组织，经济环境同样受到影响。尽管中国

自身的实体经济并没有遭受严重影响，但因为我国在出

口贸易方面依赖程度较高，金融危机的出现还是让国家

经济出现缩水的情况 [1]。鉴于该种背景，国家要想保障

国内经济环境稳定，就需要拉动国内经济需求，将原本

需要出口的产品在国内市场当中消化掉。因为美国经济

出现萧条情况，国人也对中国市场逐渐失去消费信心，

越来越多的人宁愿将钱放在银行存储起来，也不愿意投

资到其他的领域当中或者是直接用于消费。此时我国经

济虽然没有消退，但增长幅度也大幅度降低。为了树立

国人的消费自信心，国家开始出台各种鼓励消费的政策，

而地方政府也迎合国家政策，创新经济刺激模式，通过

印花税下调、增加国家投资资金、降息等多种方式缓解

经济衰退症状 [2]。2008 年年底，杭州、成都等地方政府

借鉴西方国家所采用的消费券模式，在城市范围内对特

殊人群开放消费券，该种消费券属于专用券，主要是用

于拉动人民消费。在经济环境不景气的情况下，民间消

费能力已经逐渐衰弱，此时政府为人们发放消费券，人

们能够获取未来消费凭证，其根据自身的薪资待遇情况，

逐渐恢复购买力，并提升消费欲望。消费券的出现让地

方经济活动增多，也使地方产业发展逐渐趋于稳定。

2008 年 11 月份，台湾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

影响，为了让自身的经济氛围更加活跃，其提出了消费

券的发放方案，而在同年 12 月份，成都政府也采用发

放消费券的方式，对城乡低保对象等特殊人员发放消费

券，促使其能够过一个更加详实的元旦和纯洁。消费券

采用了限时和限店的方式，促使消费者受到引导，购买

恰当的产品，改善自身的生活状态。据悉，成都市此次

发放的消费券额度已经超过 3700 万元，此次发放消费

券的费用也主要是由成都市以及地方县级市政府共同承

担。此次我国内陆城市首次发放消费券，成功地拉动了

地方内需。在成都成为消费券形式拉动消费的先例城市

以后，其他城市也开始效仿该种消费券方式。南京市以

购房券的方式推出上亿元的购房补贴，而杭州市则是以

旅游消费券的方式刺激消费者开展旅游消费。除此之外，

其他城市还发放了药品消费券或者是航空旅游消费券

等，这些消费券都在不同程度上让地方经济开始活跃起

来，人们更愿意通过消费券的方式来购买产品，消费券

在扩大内需方面起到显著效果。

2 西方经济学背景下消费券的应用效应分析

2.1 国内消费券应用效应分析

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当中消费理论的观点，消费券

的发放能够呈现出乘数效应。政府在发放消费券的时候

就已经强调过，但凡手里已经拿到消费券的民众，就必

须要拿消费券进行消费，其不能将消费券的金额存储或

者是用于其他地方。该种规范方式促使民众在接到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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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的第一想法就是消费，产生直接刺激消费的作用。此

时民众能够利用消费券购买产品，促使各类产业收入增

加。凯恩斯的乘数原理刚好对上述效应做出解释。从

消费券本身的性质来讲，政府是采用补贴的方式对群

众发放福利，也是政府转移支付的方式之一。假如设

置税收不是零，此时政府在进行转移支付时，其支付

乘数可以被计算出来。此时能够得到消费相关函数：

C=Co+c×TR+C（1-t）Y，该函数当中的 Co 代表的是固

定的消费额，该额度将不会受到收入和投资的影响，属

于人们必要的消费额度，而 C 则代表的是边际消费倾向，

其额度变化会随着群众的收入而发生改变。TR 代表的

就是政府的转移支付金额，t 代表的则是税收的税率，Y

代表的是国民总收入，此时能够计算出在转移支付的情

况下，如果国民收入增加，那么人们的边际消费额度自

然也会增加。当然，如果是国民收入不变，而政府利用

消费券发放的方式增加转移支付额度，那么边际消费额

度也会随之变化。从财政的角度来说，政府以发放消费

券的方式来刺激消费，不仅仅是单纯的扩大内需表现，

也是中央政府开展惠民活动的重要实践 [3]。其通过消费

券来进行抛砖引玉，此时消费者会在花掉消费券以后继

续消费自己的资金，其消费额度自然也会因此增加。在

过去的几十年时间，我国的经济一直处于稳步增长的状

态，国家综合实力也不断增强。但和国家经济实力相比，

国民经济实力却出现很明显的不匹配情况，国富但民不

够富，导致居民消费受到限制。政府通过减税的方式让

更多的财富流向国民，国民能够享受到经济发展所带来

的好处，其自然能够拉动地方经济增长。

2.2 国外消费券应用效应分析

我国借鉴国外发放消费券的经验，对个别地区和个

别群体发放消费券，主要目的是能够改善部分人群或地

区的家庭消费能力，从而达到拉动地方消费的目的。如

今，政府已经进一步推进基层城市建设，虽然该种方式

能够在短期时间内达到带动地方经济投资的目的，但在

现实经济当中，政府的资金投入和地方经济发展依然存

在诸多错配问题。积极的社会和财政政策的投资项目主

要集中于城市基础设施的基础工程建设，可以说明政府

拉动的投资主要行业已经集中在了水泥、钢铁、有色金

属等多个行业领域；该情况表明目前政府正在大力提升

特定行业领域的新增就业人数。我国支持消费券的发放

行为，由我国民间企业自主进行市场消费，可以全面有

效拉升消费者和企业的竞争，提高消费者和产业之间的

更新换代 [4]。发行消费券的另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可

以给出明确的企业和市场消费需求信号，大部分的消费

者使用和购买的都是什么产品，市场的需求和缺乏什么

一目了然，企业内部可以据此合理制订经营和生产的计

划，可以根据企业和市场的信号合理配置足够的资源，

避免可能产生下一轮严重的产能和过剩的宏观经济后

果。事实上，就是因为错配问题的产生，才会出现部分

地区的稀缺资源过剩情况。虽然政府鼓励消费券发放，

但消费券本身并不是万能的，诸如日本、台湾地区等发

放的消费券也仅仅是在短时间内获取一定的刺激消费的

成果，但从长远角度来看，日本无法通过发放消费券的

方式转变消费结构。日本目前为止还采用高存储低就业

的方式来为国民提供基础经济保障，对一些大型企业同

样开展扶持政策。消费券的主要目的是刺激人们采用透

支消费的方式来让政府的财政收入获得更多盈余，其能

够促使财政收入明显增长，也让民众感受到自身的富有。

但如果地方政府本身的资金不足，其在税收方面呈现出

捉襟见肘的情况，那么其采用消费券方式来刺激消费，

无非就是在引导群众透支未来财富，而此时地税的纳税

者则会为政府的财政税收买单 [5]。从本质上来讲，政府

所发放的消费券数量要适当，与地方经济收入情况相吻

合，避免出现过度透支消费的情况，从而对未来社会的

消费能力造成损伤。不过，要彻底解决日本在中国的经

济生存与发展的结构性增速失衡与居民家庭消费不足的

长远结构性问题，更好的解决办法之一就是在日本建立

公平的国民收入致富环境，实现与日本的市场机制改革

相配套的第一次国民收入的倍增致富计划。这是日本从

1960 年开始在中国实行的第一次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奠定了日本的经济成为世界强国的基础，也是导致日本

在数次全球性金融风暴的全球经济沉重打击下没有彻底

摆脱经济趴下的一个根本原因。公平的国民收入致富环

境，既是中国政府有效地减少与民争利、与企争利式的

结构性税收模式，也是有效地使中国的经济有效地摆脱

对于低生产效率大企业的依赖，两者缺一不可。如果中

国政府税收的调整已经达到了企业与当地居民的收入结

构性增长速度与地方政府的财政与居民收人的结构性增

速均衡，则可以很好地起到刺激大企业生产与居民消费

的积极效果。

3 西方经济学背景下消费券的经济学分析
德国的低保消费券对于德国从一战后的经济困境中

尽快实现经济复苏和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引导推动和促进

作用。我国日本的低保消费券发放计划虽然其规模庞大，

但对于日本的短期经济复苏和刺激的作用有限，并未完

全使得日本的经济迅速走出一战前的低谷。对于我国大

陆和台湾地区年初刚刚实行政府发放的消费券，由于发

放时间尚短，还是无法准确评价其的优劣。目前世界上

的低保消费券的种类繁多，依据不同的使用代替划分方

法和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使用代替类别，根据低保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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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券的种类和使用代替方式可以划分为直接代替使用型

和现金混合型。其中混合型低保消费券由于不能直接全

额地代替春节期间现金的使用，必须与一定的现金消费

券混合代替使用，如政府配合家电农民工下乡政策发放

的混合型家电券等，实行的方式就是由政府引导农民工

下乡购买家电、国家对纳税人进行消费券是补贴的一种

方式。但这种补贴不是全额的，而是按一定的金额和比

例对纳税人进行的补贴。根据消费券发放的单位和主体

的划分，可以再细分为一些政府向纳税人发放的消费券

和一些企业直接发放的消费券。但是政府向纳税人发放

的这些消费券实际上所体现的是一种对财政支出和财产

转移费用的支付，将一部分纳税人的财产和金钱直接发

放给了一些需要财政救济和社会性补助的一些低收入群

体和对象；一些企业向纳税人发放的这些消费券更实际

上就像一种社会性的促销宣传活动，是一些企业为了保

护和增加其产品的市场销售量而对纳税人进行的一种市

场营销的手段，与一些企业在节假日期间实行的各类产

品打折促销优惠异曲同工。

目前，社会各界对于消费券的功能和作用的观点和

看法不一致，对于发放大量消费券的做法有强烈叫好的，

有强烈质疑的，有强烈反对的。无论怎样，消费券在有

效刺激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和作用不能予以

否认。西方的消费生产自动理论实际上是以“经济人假

设”的概念为消费理论前提的。“经济人假设”以消费

者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为经济人假设的前提，这样的理论

是古典社会经济学中的消费生产自动理论的重要代表先

驱人物亚当·斯密所提出的经济方法论消费哲学的基础，

并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消费理论、当代西方社会主流的理

论消费实践中都已具有明显的实践体现。古典社会经济

学中关于消费生产自动理论的观点认为，只要市场消费

者能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只要消费者充分发挥了市场

能有效配置社会资源的功能和作用，整个人类社会的经

济生产和社会消费就一定会自动地平衡。在这种自动平

衡理论的前提下，古典社会经济学的消费生产自动理论

在经济生产和社会消费的自动平衡关系上更加地重视社

会生产。新古典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消费理论更是将“经

济人假设”的概念发挥到极致，按照新古典资本主义经

济学的消费理论，只要能够帮助消费者最好地优化自己

的消费行为就是可以使消费者获得一生个人经济效用的

最大化。当代西方主流的消费经济理论依然以“经济人

假设”的概念为基本前提对消费者收入和社会消费的生

命周期关系分别进行了研究，比如消费生命周期关系假

说就是特别强调了消费者收入所追求的一生个人效用的

最大化。

4 结束语
面对世界和中国当时的市场经济消费形式，发放的

消费券促进了居民消费、挽回了消费者的信心，对于我

国走出市场经济的低谷、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发展来

说具有很重大的指导意义。鉴于目前许多发达国家没有

大规模的发放消费券，有关大范围内发放的消费券相关

政策实施细则和消费券管理的办法都仍然有待完善，需

要进一步总结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从而选择合适

的消费券应用方式，突出其在刺激消费方面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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