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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消费券发放：旅游业应对金融危机之举

2009-3-10

一、旅游消费券发放概况 

自2009年年初以来，在中央“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战略方针的指引下，按照国家旅游局促进旅游消费

的工作部署，全国各地纷纷行动起来，采取了各种手段切实保持旅游业平稳较快发展，旅游消费券的发放就是其

中的重要手段之一。据初步统计，目前长三角地区已经明确发放的旅游消费券以及各种优惠总价值已经超过10亿

元。此外，长三角地区以外的广东、湖南、湖北、山东等地也发放了形式不一的旅游消费券，总价值超过3000万

元。 

目前各地发放的“旅游消费券”差异较大。有的主要针对本地居民（如湖南、武汉、镇江），有的主要针对

外地市场（如桐庐、安吉），有的两者兼而有之（如杭州、南京）。即使在针对本地居民的旅游消费券当中，覆

盖面也有本质差异，如湖南覆盖面极低，南京覆盖面要广一些，武汉、杭州主要针对一些特殊群体，镇江基本上

覆盖了市区。从资金来源来看，长三角地区普遍采用的是政府出资和企业让利相结合的方式，其中政府出资多为

在旅游发展基金或促销资金之外的专项拨款。但有些地区也有主要由政府出资（如南京）或主要由企业让利（如

苏州）的情况。 

二、“旅游消费券”不能等同于“食品券”和“消费券” 

1939年5月16日，在美国诞生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食品券计划，1964年4月17日，美国国会通过建立永久性食

品券计划的立法提案，2008年10月1日，联邦食品券计划正式更名为“补充营养援助计划”，其出发点是帮助低收

入者及家庭购买为维持他们的健康所需要的食品，社会保障功能是很明显的。 

1999年，日本遭逢泡沫经济，为了刺激消费与照顾弱势族群，日本各地政府发放了名为“地域振兴券”的消

费券，拓展了消费内容，但发放对象依然主要是老弱病残、穷人及儿童。为应对金融危机，2008年10月30日，日

本首相麻生太郎召开记者会公布了总额达26.9万亿日元((约合1.88万亿元人民币)的追加经济对策。其主要内容为

向全国所有家庭支付总额上限为2万亿日元的“生活支援定额补贴金”(暂称)，每户4人的标准家庭大概可领到6万

日元(约合4200元人民币)。 

2008年12月5日，为了应对经济不景气、消费紧缩的现状，中国台湾发布“振兴经济消费券发放特别条例”，

符合领取资格者，每人可到指定地点领取总面额为3600元新台币的消费券，发放总预算约需857亿元新台币，台湾

当局编列特别预算，全部举债支应。台湾消费券属于“普惠制”：凡在2009年3月31日以前出生并具有“中华民国

国民”身份的居民，或于2008年12月31日前已经获核发“中华民国外侨居留证”的外籍配偶等，均可领取消费

券。 

2008年底，中国成都市政府决定对2008年12月1日——12月20日前登记在册的城乡低保对象、农村五保户、城

乡重点优抚对象等三类人员在2008年12月29日前每人发放价值100元的消费券，总额共计3791万元。这也使成都成

为国内首个发放消费券的城市。成都市发放的消费券针对穷人或重点优抚对象发放，主要具有社会保障意义。 

2009年1月，中国杭州市、区两级财政决定拿出1亿元税收向67万人发放消费券，其中企业退休职工、残疾人

等人员每人领取200元消费券，市、区两级持低保家庭和困难家庭每户领取200元；在校中小学生，其中包括8.5万

名在杭就读的外来务工者子女，每人领取100元。消费券有效期到2009年4月30日，这段时间内，持券消费者凭券

可以到指定商户买商品、办宽带、看演出、看电影、健身、旅游等。杭州市消费券发放对象范围较广，虽然仍含

有一定社会保障功能，但刺激消费的意义更加突出。 

首先，一般的食品券或消费券都是针对本地居民的，但是旅游消费券的发放，很多是针对外地市场的（包括

杭州也有针对外地发放的旅游消费券），这其实只是对外旅游促销的一种手段而已，已经完全失去了社会保障含

义。 

其次，一般的食品券或消费券要么是覆盖低收入群体，要么是全民覆盖，这是消费券取得社会保障或社会福

利含义的基础，而旅游消费券的发放有些覆盖面极低，这其实相当于抽奖促销形式，和“消费券”的本意也是差

别极大的。 

再次，一般的食品券或消费券一般并不要求使用者匹配支出，而目前各地的旅游消费券多要求消费者匹配支

出，这其实也说明刺激消费是旅游消费券发放的主要目的。据杭州市公布的旅游消费券实施细则，外地游客在杭

州旅游消费时，实付满４０元方可抵用１０元；南京乡村旅游消费券每次抵扣额度不能超过一次消费总额的50%，

每次消费券使用最高限额为500元；镇江对旅游消费券的使用也有类似规定。 

第四，一般的食品券或消费券均由政府支出，而在部分地区旅游消费券的发放中，企业承担了相当比例的费

用，甚至还有企业也发放了旅游消费券。如2月16日，广东南湖国旅•西部假期表示，从即日起将面向羊城55岁以上



的长者派送价值100元的“旅游消费券”，首批消费券数量为20万张。此举遭到了业界人士的“诟病”，认为企业

不应该以盗用“消费券”之名行“促销”之事。但消费者对此举多表示赞赏，该旅行社表示将顺应消费者要求加

印10万张“旅游消费券”。 

总之，目前各地发放的“旅游消费券”，只有少数（如镇江等）和“消费券”的本意比较接近，而多数属于

促销性质的抵价券。鉴于旅游消费券名称的复杂含义，有必要对旅游消费券的发放进行一定规范和指导。 

一些地方将促销优惠券称为“旅游消费券”，部分目的可能正是为了吸引眼球。而媒体抓住“旅游消费券”

大势炒作，将很多和“旅游消费券”类似的活动都炒作成旅游消费券，进一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发放旅游消费券的效果和社会反映 

1.发放旅游消费券是地方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新举措 

消费、投资、出口是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全球爆发金融危机、我国出口增长明显放缓的情况

下，国家安排了约4万亿元投资，这将对我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起到巨大作用。但是投资拉动周期较长，而且

仅靠投资拉动，有可能进一步加剧消费不足的态势，寻找新的经济发展手段势在必行。发放旅游消费券是地方政

府自主探索形成的、应对金融危机的新举措，由于这一举措直接针对消费者需求，因而能够对经济增长起到更直

接的作用，并且有利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2.发放旅游消费券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刺激作用初步得到显现 

尽管旅游消费券总体上还没有进入流通阶段，但是已经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促销效果，各大媒体对长三角地区

发放旅游消费券的事件给予了大量报道，不少报纸开设专栏进行讨论，使得这些地方的知名度大增。旅游消费券

的发放活动受到了广大市民欢迎，在一些地方，旅游消费券的领取现场非常火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发放旅

游消费券符合人们需要，可望对旅游消费起到较大促进作用。从一些地区在前期进行的旅游消费券试派发活动或

其他优惠活动的效果来看，旅游消费券对经济发展的刺激作用已经初步得到显现。如浙江省安吉县在正月初三试

发放首批“美丽乡村旅游共享券”后，春节期间旅游收入创历史新高，门票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270％。 

3.发放旅游消费券对于提振地方经济发展信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旅游已经日益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在这些地区发放旅游消费

券是地方经济实力雄厚的象征，也体现了政府对民生的关注。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大规模开展旅游优惠活动对于

凝聚人气、形成旅游氛围乃至舒缓社会焦虑、提振地方经济发展信心具有重要作用。 

4. 发放旅游消费券对于提高旅游产业发展的认识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各地对旅游消费券的发放给予了高度重视，不少地方是一把手亲自过问，并成立了由旅游、财政、公安、监

察、园林等众多部门组成的工作小组。通过组织旅游消费券发放活动，提高了政府各部门和社会各界对旅游产业

发展的认识，增强了地方旅游产业发展的合力，也锻炼了旅游部门办大事的能力，改善了旅游部门的形象。 

根据媒体报道，目前社会各界对于发放旅游消费券主要持肯定意见，但是也有一些不同意见，主要是以下一

些方面： 

一是合法性。各地发放消费券涉及对于政府财政经费的动用，从法理上说应该得到立法机构的授权。 

二是有效性。首先，消费券只有一次性的提振消费效果，发放消费券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消费能力问题，反

而可能造成预支消费和超前消费。其次，因为消费券可能与消费者计划中的其他支出相互替代，从而限制、抵消

其增加消费的作用。再次，小额旅游消费券对刺激内需的效果有限。长三角地区春节旅游的增长也许并不能归结

为消费券的作用。大多数消费者不会因为发给他一百元、几百元旅游券就轻易去消费。如杭州每套旅游券价值100

元，以长三角周边城市去一趟杭州的花费来看，大概也就能抵消来去交通费，派送券分量显然太小。真正以拉动

内需为目的的消费券，数额应该更高。第四，旅游消费券使用方式和范围限制太多，给使用造成一定不变。如南

京发放的乡村旅游券，自驾游发生的交通费用等是不可以抵用的。杭州旅游券每消费满40元才能使用10元旅游消

费券，镇江是消费满200元或300元可凭1张50元面值的旅游消费券抵充50元现金，南京乡村旅游券每次抵扣额度不

能超过一次消费总额的50%。此外，多数地方均规定旅游消费券只能在指定商家使用，还有不正当竞争之嫌。第

五，发钱或商品消费券比旅游消费券更实用。第六，发旅游消费券不如直接降价，这几年旅游景区门票价格已经

虚高，降价促销的方式更直接、公平，成本更低。 

三是公平性。消费券的发放对象或者面向特定群体（主要是困难居民，如杭州）、或者摇号产生（如南

京），或者面向全体居民以户为单位发放（如镇江），上述消费券发放方式都缺乏最基本的公平性。 

此外，由于旅游消费券的发放是一个新生事物，涉及的环节又异常繁杂，也有一些潜在的不利影响需要引起

主意。一是如果考虑不周，应对不力，有可能发生哄抢、倒卖消费券、拖延结算等影响政府声誉的事件；二是大

幅度的旅游价格优惠，如四、五星级饭店客房以三星级价格出售，有可能对旅游价格体系的稳定性会带来一些负

面影响；三是部分企业感觉价格大幅度优惠给经营带来了较大压力。四是从中长期来看，长三角地区旅游业的大

力促销，对于中西部地区旅游业发展也会有一定影响。 

 

                                                                     （作者：宋子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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