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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寒冬里，消费券之举为我们带来了一丝春意。
从商家的促销手段演变为政府的公共行为，消费券实现了一次突破性飞跃。
从短期“发放”财政红包，演变为长期“发行”限制性货币，奖励式消费券完成了一次创新。
从对“促消费、扩内需”政策工具的探索，演变为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改良，立足于奖励消费的规模
需求理论，迎来了需求解放的春天。
　　北京市流通经济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东方微巨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规模需求”理论创始人
王吉绯，是奖励式消费券的首创者、设计者。
奖励式消费券的逻辑建立在他的“规模需求”理论之上。
他认为，和投资的收益、储蓄的利息一样，稀缺的需求同样需要定价，需要给消费奖励。
而这是长期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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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东方微巨研究中心，规模需求理论创始人　　奖励式消费券首创者与设计者　　东方微臣研究中
心首席研究员　　内需工程院总设计师　　北京大学当代企业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商
学院客座教授　　北京市流通经济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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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消费券创举消费券与曾经的粮票恰好相反，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粮票“强迫”过剩的需求放弃消费，消费券则“奖励”稀缺的需求主动消费。
专访王吉绯王吉绯是奖励式消费券的首创者、设计者。
奖励式消费券的逻辑建立在他的规模需求理论之上：稀缺的需求需要定价。
王吉绯观点蒙代尔只说对了一半，简单发放消费券是不够的，还要让消费券获得奖励，比如85块钱具
有100块钱的购买力。
众说消费券政府官员、经济学者、企业家、评论员、国际友人、网络名嘴⋯⋯热评、冷批、商榷、谏
言、献策、笑谈⋯⋯真理总是越辩越明。
聚焦消费券成都、杭州、南京、都江堰、荆门、长沙、绍兴、濮阳、深圳、宁波、镇江⋯⋯各地消费
券进程报道，一览无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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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寒冬里，消费券之举为我们带来了一丝春意。
从商家的促销手段演变为政府的公共行为，消费券实现了一次突破性飞跃。
从短期“发放”财政红包，演变为长期“发行”限制性货币，奖励式消费券完成了一次创新。
从对“促消费、扩内需”政策工具的探索，演变为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改良，立足于奖励消费的规模
需求理论，迎来了需求解放的春天。
　　消费券为什么这样红　　春节前后，消费券成为最流行的经济词汇之一。
但是消费券并非新生事物，过去商家促销时发过专属消费券，日本等很多国家也都发行过全民普惠性
消费券。
如今成都市率先发放的消费券，基本上采取了外国消费券的模式，只是发放的对象是特定人群，例如
城乡低保、五保、城乡重点优抚对象，其实是财政补贴的一种。
　　成都消费券体现了一种工具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在没有消费券的时候，我们给老百姓发财政补贴的时候发什么呢？
两种方式，一种是发实物，一种是发现金。
　　最初我们的福利补贴是发实物的，优点是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高，具有充分的指向性，不管发的
是鸭鱼肉还是别的什么商品，都是对应着直接的产能。
但是缺点在于，每家每户的需求各有不同，组织者往往吃力不讨好，分到东西的人不合口味时可能还
要发牢骚。
　　所以现在补贴都趋向于货币化，由提供实在商品和服务转为对受惠居民货币补偿，由个人直接面
向市场购买。
从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的角度来看，有其现实意义。
发现金最大的好处是，老百姓有任意选择权，想买什么买什么，没有限制性，具有充分的流动性。
但是缺点在于，所发的货币，不一定指向具体的商品，非常有可能进入银行，作为储蓄沉淀了。
　　货币是江河之水，有任意选择权，没有任何指向性。
实物是凝水成冰，没有选择权，指向性最强。
消费券是第三条道路，既给老百姓保留了相对充分选择权，又具有一定的指向性。
不是说必须发给你大米，想买油也可以，同时又使得财政资金不用像发现金那样，不能保证回到最终
消费，因为消费券是必须要花掉的。
　　从理论角度看，消费券是一种政府发给老百姓的，只允许在一定时期内、在某些特定行业里花掉
的准货币的凭证。
　　传统模式美中不足　　作为一项政策工具，消费券的特点是短期有益、长期无害、操作简单、波
及面广。
然而，对于消费券是否能够持续拉动内需的问题，社会各界人士见仁见智，争议颇多。
归纳起来，这些争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消费券没有乘数效应。
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拉动内需的效果比较快，涉及的产业链比较长，可带动机械、建材、
物流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就业问题，为后期吸引更多的投资创造环境。
而消费券只适用于流通链条的末端，还有时间、范围等限制，带动能力很弱。
　　2.消费券存在替代效应。
民众按照政府的设想用消费券消费，没有问题，但可能减少相应数量的现金支出。
本来元旦就要花100元买米买菜，花掉消费券以后，现金就省下了，如果大家都这样做，民众总体的消
费支出并无增加。
当年日本派发消费券后，当年GDP为此仅增加0.1%。
　　3.消费券难以持续。
成都此次发放消费券的总额，约为当地全年GDP的万分之一。
如果消费券完全由财政掏钱，不可能做到像工资一样月月发放，必然杯水车薪，难以持续。
　　4.消费券治标不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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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区100元消费券，并没有改变人们对未来的预期。
即使全民发1万亿消费券，平均到13亿人头上，每人不到800元人民币，也买不到多少东西。
长期来看，政府应该将大量支出投向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
老百姓没有后顾之忧，才会放心消费。
　　5.消费券操作起来难度很大。
消费券适用的特定人群应该怎么确定？
会不会有人“吃空饷”？
消费券的流通，会不会导致黄牛党的投机行为？
出于利益的诱惑，会不会出现伪造的消费券？
发放消费券的工作量不小，会不会增加政府财政成本压力？
　　笔者并不否认上述理由的存在，但是这些理由并不是牢不可破的，我们完全可以找到升级改进的
解决办法。
这个办法就是笔者在2008年12月25日接受CCTV采访时正式提出的奖励式消费券。
目前的经济理论和实验操作，都采取消费券和本币1：1的比例发放，也就是说发100元消费券，当100
元人民币使用。
如果打破这种模式，每100元消费券，可以当做110元使用，就会豁然开朗。
　　奖励式消费券逻辑　　持消费券进行消费，为什么应该进行奖励？
　　笔者先问一个问题：假如成都市发放的近4000万元消费券，不是消费券而是实物，那么民政局在
指定商场购买米面油盐的时候，会不会以零售价格成交？
假如一袋50斤的大米，零售价格为100元，民政局这4000万元专款，是不是只能买回40万袋大米，然后
再分别发给特定群众？
答案肯定不是的，政府采购本来就能够享受到一定的折扣率，如果以零售价格成交，岂不成了冤大头
？
交易的对手，也就是商业企业是要给折扣的，因为一次买得多，使得商业企业的社会成本降低了。
　　假设以九折计算，本来应该买到约44万袋大米，现在变成消费券发放以后，变成了老百姓个人去
买，还是零售价，相当于少了4万袋大米。
之所以要发消费券而不发实物或现金，是因为实物的流动性不够，可能有人不需要，而现金的流动性
太强，可能被克扣、挪用，或者存起来。
只有消费券，有一定的选择性，能够规避二者的弊端。
但是，我们不应该因为发放消费券就随随便便丢掉4万袋大米的优惠。
　　这4万袋大米（10%的优惠），是因规模需求而来的，笔者已经在理论上定义这个概念为货现率（
对放弃储蓄行为或选择特定消费的一种补偿）。
需求既然是稀缺的，自然就是有价格的，货现率就是需求的价格。
　　货现率优惠，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是政府采购本来就可以拿到的折扣（实际的折扣可能比这更多
）。
对于厂商来说，是有能力接受的。
在供给过剩的买方市场，消费券等于事先确定的需求订单，即规模需求。
生产厂家和流通商家因此可以相对精准地安排生产和服务，避免了产能过剩和资源浪费，减少了生产
和营销的成本，完全有能力做出一定程度的让利：出厂价、批发价跟零售价的差异，远远不止10%的
折扣。
　　关于消费券，传统理论只说对了一半，这一半就是主张发行定向的、只具有消费功能的货币替代
物，即笔者定义的子币。
传统理论错过的那一半是，没有辅之以货现率。
因为没有优惠奖励，人们还是不愿意花钱，至少不愿意把自己的钱变成消费券，都在等天上掉馅饼—
—政府补贴消费券。
　　这是规模需求理论与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差别所在，也是中国消费券与外国消费券的差别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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