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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陆续向市民狂撒“红包”
“这段时间‘憋惨了’，趁周末专程带孩子来买点

他念了好久的小吃，而且可以用支付宝电子消费券。”

4 月 5 日中午，在合肥市淮河路步行街的一家特色烤

鸭店外，顾客们有序地排成一条长龙，牵着儿子小手

的彭女士对记者说。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逐渐好转，合肥市庐阳区向市

民狂撒“红包”，“2020 嗨购庐阳·
暖心消费节”。 3月23日发放300

万元的现金消费券，参与企业累计

实现销售额近 6000 万元；4 月 4

日，该消费节第二阶段再向合肥市

民发放千万元消费券。消费者通

过支付宝领取 168 元淮河路步行

街区专属消费券，含 40 减 18 餐饮券、100 减 50 餐饮

券、200减100百货券各一张……以吸引消费者旅游

观光、进店购物、逛街消费。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连日来我省肥东县、宣城市、

颍上县等地也推出了各种“花式”促销活动，尽管各地

消费券发放主题各异，但殊途同归。而京东到家联合

沃尔玛、永辉、华润万家等众多品牌，在 4 月 5 日至 4

月16日，面向合肥市民发放400万元暖心消费券。

安徽全省19家万达广场在整个四月份每天都会

发出 400 张 50 元面额的电子消费券，覆盖所有参与

活动的餐饮和服装服饰商户。而在全国，南京、济南、

宁波、深圳、杭州等许多地区最近都派发了消费券，包

括咖啡券、购物券、美食券、酒店券、图书券等。

消费者与商家双方皆受益
过去两个多月，疫情统计数字让人倍感焦灼，当

人们终于能够走出家门，消费季的启动和消费券的发

放传递着一种欣喜。

在合肥长江中路的一家餐厅，市民刘先生说：“一

顿饭100多元，用上这个券，对我们来说肯定是很划算

的。如果没有这个券，我们可能就自己在家做饭了。”

有研究表明，消费券对消费的额外拉动作用在

10%~40%之间，即相比于没有发放消费券的情形，发

放100元消费券后，能够多带来10元~40元的消费。

“政府发放消费券，我们肯定是非常欢迎，虽然这

个券是补贴给消费者，但是最终还是我们商家受

益。 ”合肥一家餐饮店负责人如是说。

随着复工潮的来临，各个行业都在为复苏经济摩

拳擦掌。消费券作为促进商贸服务业数字化升级的新

方式，能推动多种业态消费需求分阶段释放，推动市场

回暖和消费回归。截至目前，还有不少地方正在谋划

出台促消费政策，一大波促消费礼包正疾驰而来。

业内人士分析，消费是整个经济循环的起点，也

是终点。如果居民消费持续稳定增长、消费潜力充分

释放，就能帮助企业将生产转化为效益。由是观之，

提振消费成为城市恢复“元气”的一大关键。

消费券可短期刺激消费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基于疫情防控需要，

各地居家隔离和一众行业延迟复工，对生产、服务性

消费产生较大影响，尤其是餐饮、住宿、文旅、出行等

服务性消费行业。

数据显示，1-2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

下降20.5%，其中，商品零售下降17.6%。出行类商品

零售额下滑明显，限额以上单位汽车类和石油类商品

同比分别下降 37%和 26.2%；餐饮收入大幅下降

43.1%；限额以上住宿业客房收入下降近50%。

有关专家指出，消费券在短期内可以达到“四两

拨千斤”的作用。疫情改变了人们的消费理念，也在

改变商业形态。疫情期间被抑制的消费需求，最终会

得以释放，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新商机。正如一位合肥

市民所言：“1个多月没逛商场了，听说最近优惠力度

大，赶紧来添置一些，要打扮得美美的，不负春光。”

通过发放消费券，以政府财政购买的方式变相

给消费者打折让利，可以激励消费购买，提振消费动

能，释放有效社会需求，在一定时期内可以有效刺激

消费，起到拉动经济的作用。尤其是，随着近年来消

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和贡献率不断凸显，当此疫

情防控初见成效和复产复工初启之时，以发放消费券

的方式拉动消费，刺激经济增长，适逢其时。

市场主体总数达到103.04万户
记者从公布的数据上看到，3月份，合肥市共新登记

各类市场主体 15411 户，同比下降 30.62％，环比增长

783.66％ ；新 增 注 册 资 本 441.75 亿 元 ，同 比 下 降

24.54％，环比增长 709.94%。截至 2020 年 3 月底，合肥

市市场主体总数达到103.04万户。

从各类型市场主体发展情况来看，和去年同期相

比，各类市场主体小幅下滑，下滑程度较大的是农民专

业合作社及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外资企业环比增

幅较明显，复工复产推进情况良好。其中外资企业新

登记 18 户，注册量已恢复至去年同期的 85.71%；外资

企业新增注册资本 0.19 亿美元，同比增长 35.35%；外资

企业注册资本不降反升，环比增长 1314 倍，显示出较强

的投资意愿。

从产（行）业分布情况来看，合肥第一产业新登记市

场主体户数为 347 户，同比下降 31.96%，新增注册资本

为 3.75 亿元，同比下降 56.91%；第二产业新登记市场主

体户数为 1967 户，同比增长 6.50%，新增注册资本为

142.66 亿元，同比增长 25.22%；第三产业新登记市场主

体户数为 13097 户，同比下降 34.03%，新增注册资本为

295.35 亿元，同比下降36.18%。其中第二产业复工复产

情况恢复良好，新登记市场主体户数及注册资本均出现

“双”增长，分别增长了6.5%和25.22%。“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卫生和社会工作”“制造业”等生产

性、生活性、社会性的相关产业出现同比增幅，其他行业仍

同比下降，还未恢复到去年同期的水平。“金融业”“教育”

“房地产业”等行业群众投资信心仍有不足。

合肥夜经济渐渐被重新“点亮”
合肥市民喜爱夜间消费。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合肥市区街道一度空荡荡，餐饮店、健身房等关闭。合

肥市场监管部门要求全市复工复业，餐饮企业须严格执

行疫情防控要求，实行报备制；部分商户开放堂食，合肥

夜经济渐渐被重新“点亮”。

“所有女生，看看我手里的三文鱼卷，你不心动吗？

平时399，今晚只要299，买它！”4月8日晚，合肥1912街

区，网红主播“妮娜”正在直播介绍一家新晋日料餐厅。

复工以来，这家餐厅一直在通过支付宝平台进行推广，

老板说，当晚是最后一次优惠活动，眼瞅着每天晚上来

店的客人日益增多，回头客也越来越多，生意火了。

需求的回暖，也让商家寻找到了新商机。商家可谓

各显神通，联合各类平台搞起“云促销”，秒杀优惠、爆款

新品、直播带货，线上线下各出奇招。记者从支付宝联

合口碑、饿了么发布的《合肥夜经济指数》中看到，最近

一周，合肥夜间消费最活跃的商圈前三分别是绿地缤纷

城、悦方IDMALL和1912街区。

采访中，合肥中皖金大地1912东西街项目总经理周

菊红表示：“目前街区营业门店数量已恢复近八成，3 月

以来，街区的外卖订单均在持续增长。同时，街区的到

电消费开始陆续回温，最近一周订单量环比上月翻倍。”

据了解，该街区在疫情期间减免 15 天租金及物业

费；线上补贴近 500 份现金礼包，包含 25 家餐饮商户每

家近200张30、80元无门槛现金券；并与商户联合设立：

“无人值守-爱心补给站”免费为环卫工人、外卖小哥、快

递小哥、交警、城管等城市守护者提供饮品、面包、零食、

鸡蛋、盒饭、花束等物资补给。

口碑安徽区总经理有皓表示，过去2个月，口碑协助

1912街区60余家餐饮商户“免费开店，团购商品上线”，

2-3 月针对部分商户提供了免佣金的服务，通过支付宝

318 城市生活节和口播直播对街区客户做流量加持，有

效地助力消费复苏。

安徽：四两拨千斤“券”动消费者

合肥3月份新增市场主体1.5万余户

商家各显神通推动经济“升温”
随着合肥企业复工复产的有序推进，各类市场主体发展

迅速回温，大众投资信心明显增强。4月9日，记者从合肥市

场监督管理局获悉，3月份，合肥共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1.5万

余户，环比增长783.66%。与此同时，随着疫情形势向好，商

家线上线下齐发力，助推经济全面“升温”，城市的“烟火气”正

在逐步回归。 □ 记者 王玮伟

当前，复工复产正在进行时，更要“复吃喝”“复买买买”。近

日，我省合肥、宣城、阜阳等地接连发放大量消费券，疫情期间被

抑制的消费需求得以释放，“四两拨千斤”提振消费信心。

□ 记者 张贤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