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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 横

□ 本报记者 王梦然 田墨池 李晞

随着复工复产、复商复市的稳步推进，近期，江苏各地通过发放

“消费券”的形式，调动人们的消费热情，释放消费需求。“消费券”对

拉动消费起到怎样的作用？效果如何？消费券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

需注意什么？连日来，记者持续走访消费者、商家，一探究竟。
（视觉中国供图）

调 查

“十三五”期间，江苏数字经济发展
取得了较好成绩，但也存在环境约束和
技术短板等困境。该如何高质量发展数
字经济？

——以区域协同为立足点，统筹数
字经济布局，填补数字经济鸿沟。

以点带面，优化全省数字经济生产
力的区域布局。利用南京和苏州两个数
字经济创新高地，打造数字产业集群，加
速苏南沿江地区数字产业耦合；加快南
京江北新区、华东江苏大数据交易中心
建设，推进沿江城市带与沿运河线、沿海
线联动发展。

做好全省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
业等重点领域的空间与行业布局。采取
倾斜性政策支持数字经济相对落后地区
的发展，加强地区间深层合作，填补数字
鸿沟。

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升
数字经济的规模效应。加强与先进省市
在重点领域的合作，探索区域协同发展
新模式，促进数据要素跨区域流通共享，
打造长三角一体化数字经济产业生态。

——以深化认识为关键点，提升数
字服务水平，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

以人为本，打造有温度的数字治理
环境体系。促进数字包容，重视民众的
真实需求和问题，扩大数字技术应用的
受惠范围，在不断提升效率同时，从民众
的实际感受出发，使技术赋能与人文关
怀同步推进。

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利用规制防止
市场失灵。推行数字平台合规管理，动
员和依靠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实行常态
化合规监管，维护平台之间公平竞争，保
持多方利益平衡，违背社会价值、人类伦
理或商业规则的不当行为应立刻受到严
肃查处。

——以培育发展为着力点，打造数
字产业集群，优化数字生态系统。

大力培育数字经济龙头企业。在加
快产业数字化发展的基础上，结合地区
资源禀赋，鼓励企业采取外部并购或内
部创业等方式，利用人工智能、5G、工业
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形成并培育
具有地区特色的龙头企业骨干企业。

打造一批有影响力的数字产业集
群。发挥龙头企业的牵引作用，组织龙
头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和中小企业共同
打造数字经济创新载体，调动全社会力
量进行技术创新与企业孵化，推动产业
链上下游对接配套，取长补短，形成一批
具有示范效应的数字化转型示范区。

围绕数字经济领域重大科学问题，
突出需求导向和前瞻谋划，加强区域间
与国际合作，通过“引进来”与“走出去”，
嵌入区域分工协作链和全球价值链，建
立健全符合数字经济规律的评价体系和
激励机制，优化数字生态。

——以数据价值为突破点，促进数
据要素高质量供给，加快数据要素市场
化流通。

应尽快出台《江苏省数据要素市场
化配置改革行动方案》，有助于更好对数
据资源进行开发和应用，将数据资源转
变为数据资产，从而释放数据资源价值、
激发数据资源活力、加强数据资源汇聚
融合与创新应用、促进数据交易流通。

探索不同情境下的数据流通机制。
组织科研人员探索研究公共数据、社会
数据与商业数据的使用权与收益权，明
确责任边界，解决数据共享问题，借助华
东江苏大数据交易中心的数据资源，研
究开发数据定价规则与交易制度，营造
利于数据要素流通的市场环境。

加快制定公共数据、社会数据等各
类数据在采集、存储、流通、开发、利用等
环节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等，强化数据
安全技术能力建设，加强数据监管，保障
数据安全，防止发生数据滥用。

（作者分别为江苏现代服务业智库
首席专家、南京财经大学教授；江苏现代
服务业智库研究员、南京财经大学会计
学院讲师）

江苏该如何高质量
竞逐数字经济新赛道

□ 张为付 潘涌

为付有约

□ 本报记者 洪叶 许海燕

日料店福·烧鸟酒场位于车流不息的南京市
汉中门大街上，是一家沿街铺面，每当夜幕降临，素
雅的门帘、昏黄的灯光在参天梧桐树的掩映下，颇
有一种大隐隐于市、临城而不喧的意境。记者注
意到，这家日料店的人均客单价为151元。狭长的
汉中门大街两侧，还有许多餐饮店，细细数来共有
4家日料店，每家人均消费都超过百元。

美团发布的《中国餐饮大数据2021》显示，
2019年和2020年，日料的平均客单价分别是
101.4元和100.3元，在所有餐饮品类中排名前
列。日料店为什么价格更高？价格高是否代表
着品质好？

食材运输人力叠加，日料价格高企

“日料店品类区分还是很明确的。比如居酒
屋是非常传统的日料店，属于小类型的单店，规
模不大，以小酌和烤串、炸物为主；烧鸟店是以鸡
肉为主要食材制作料理的专业店铺，但品类较为
单一，和居酒屋的人均消费都在一两百元左右；
会席料理一般以传统的日料菜系为产品，适合
4—6 人的宴请，客单价在 300—500元之间；
Omakase料理无菜单，属于高端日料，由主厨根
据当令食材，并决定当日的菜品及价格，在南京大
约有十几家。”南京餐饮商会日料专委会会长仇国
红介绍，最贵的是苏宁钟山国际高尔夫酒店的“黑
木”，客单价3145元。

记者随机翻开一家日料店菜单，发现菜品价
格也大都很“体面”：新西兰鳌虾刺身68元一只，
5片的三文鱼厚切75元一份，烤鳗鱼89元一份，
寿喜烧288元一份……日料分量不多，看上去简
简单单的一些菜品，为何如此之贵？

南京日料店“鮨椿TSUBAKI”主打高端料
理，午间特惠价是498元一位，晚餐约1000元一

位。该店负责人王女士告诉记者，高端日料讲究
尊重食材原来的味道，食材要做到四季分明，一
定要选用当季的贵价新鲜食材。店里的很多食
材、辅料、酒水等都是进口的，疫情之下，货物运
输成本大幅增加，最终定价自然就高。另外，日
料店注重体验感，人工成本高。“比如我们店，满
座也只能接纳28位顾客，但整个服务团队就达
到12人，除了节假日，店里一般晚市只接一场，
服务人员对客人的用餐喜好非常了解。日料对
厨师技艺要求高，板前师傅一般月收入在2万元
以上，另外还有奖金。”

“根据我们的调研，现在日料的原材料价格
比疫情前翻了一番。疫情下，许多进口冷链进不
来，我们就要去寻找国内的上等食材来代替，这
其中有两个难题，一是国内优质食材还待开发挖
掘，需要去实地考察，耗费大量的人力；二是国内
很多地方的原材料运输过来也存在困难，如云南
的菌菇，需要保鲜空运过来，费用也非常高。”仇
国红告诉记者，以日料中最常见的鳗鱼为例，其
实日本许多鳗鱼都是中国进口的，所以源头在中
国比较好找，可以在国内直接采购出口厂家的产
品。但原本在世界各国都可以采购的原材料，现
在只能在国内采购，“僧多粥少”价格自然上涨，
成本就更高了。

王女士也坦言，疫情之前，很多进口等级很
高的鲜鱼，现在基本上都只能是冰鲜。今年3月
份以前，食材通过上海进口更多，现在食材转而
从厦门等地进口，然后再用全程冷链周转到南
京，运输成本涨了许多。“成本虽然更高了，但售
价并没有上涨。现在日本进口的食材大概一周
到货一次，为了确保新鲜、降低损耗，我们采用预
定制，按照人数来预定食材，形成良性循环。”

价格相差几十倍，食材乱象凸显

有消费者在网上吐槽：“在一家号称高端的

日料店，1980元一位的价格却让人踩雷。口味
一般般，螃蟹不新鲜，金枪鱼刺身颜色发黑，都不
知道点评软件上的好评是哪里来的？”

人均消费动辄数百元乃至上千元的日料店，
真的能保证食材新鲜吗？

南京一家日料店老板透露，像“鮨椿TSU-
BAKI”一样没有涨价的日料店占大多数，不是不
想涨，而是不能涨，这么多年下来，非连锁类的日
料店基本上以回头客为主，价格体系都是稳定
的，你要是涨价，消费者就不来了。“因此有些店铺
就开始用便宜的食材来代替，保证自己的利润空
间。如小菜可以在网上买速食产品，海草沙律，
15元2斤；芥末章鱼、麻辣鲜蛤、甜辣螺片，三四
十元就能买一大盒。天妇罗、章鱼小丸子等也都
是半成品，二三十元一斤多，拿出来炸一下就好。”

“有的简直让人刷新三观！有些人看日料店
有利可图，纷纷投资开店，利用食客对日料食材
不熟悉、难以区分好坏，就以次充好。”在南京从
事日料行业多年的何先生告诉记者，不同食材价
格简直天差地别。近两年，他也注意到日料店在
食材方面存在乱象，比如，用低等级的金枪鱼冒
充高端金枪鱼，用养殖的代替野生的。在采购批
发平台上，养殖的便宜甜虾1元1只、三文鱼刺
身3元1片，但其实业内人士从色泽、脂肪程度
等就可以判断出到底是什么样的鱼。“比如高端
日料开胃前菜中的西红柿，一般选用日本进口
的，这种西红柿甜而不腻，价格很高。但部分日
料店用普通西红柿卖进口的价钱，价格相差几十
倍，但非专业人士，根本尝不出来。”

网红品牌进入南京，需加大监管力度

“南京目前有大大小小的日料店700多家，
这么多年来一直坚守初心和品质，基本上和牛品
质都是实标的，A3就是A3、A5就是A5，但外地
日料店我们看到过一些曝光，等级的虚标较多。”

仇国红直言，外地日料品牌多以网红店的形式进
入，像小锄匠、一绪寿喜烧等，随着这些网红品牌
进入南京，许多商家也担心他们会打乱南京日料
行业现有的价格体系、品牌布局以及从业氛围等。

事实上，近年来翻车的网红日料餐厅不在少
数。“上海第一网红”日料火锅自助餐“一绪寿喜
烧”餐厅虚假宣传，用比目鱼冒充鳕鱼，被行政处
罚50万元。“禾绿回转寿司”使用过了保质期的
食材，如豆腐、猪扒等制作食物，并且将寿司等食
物回收，将中间的刺身剥出，重新制作成食物卖
给顾客。“味千拉面”用浓缩液勾兑面汤，与一直
宣称的用猪大骨和各类鱼骨熬制汤底不符，一碗
汤底的钙含量仅为其宣传的3%。

对于部分日料店存在的虚假宣传、以次充好
等行为，市场监管部门表示，这些行为违反《反不正
当竞争法》第八条第一款：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
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
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
者。一经查实，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法严肃处理。

省消保委认为，日本料理价贵，食材是重要
原因。然而，部分不良商家存在长期以次充好的
现象，这有可能构成对消费者的欺诈。要想规范
日料店的经营，首先要压实经营者的责任，商家
应坚持诚信经营，合理定价，守住消费者舌尖上
的安全，主动接受食品监管部门和消费者的监
督。消费者食用生鲜类食品，要关注食品安全和
防疫风险，一旦发现存在卫生问题，可以积极向
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仇国红希望，除了压实经营者责任外，市场
监管部门要对虚假宣传加大监管力度，例如：定
期或不定期对日料店尤其是高价日料的原材料
来源等进行抽查检验并及时向社会公布结果。
有社会公信力的机构和部门也可以加入其中，建
立日料店红黑榜，起到警示商家和提醒消费者的
作用。

人均消费动辄数百元高则上千元——

日料为什么这样“贵”

发券，推动经济加快恢复

“抢到了券就要花掉啊，如果不是‘薅’到了
点羊毛，压根不会想着出去吃。”这是南京市民
苏女士周末的朋友圈文案，还晒出了网红柠檬
茶饮、烤肉，以及亲子照。很快，便引来一连串
点赞。

苏女士与记者分享了“抢券”攻略：美团、支
付宝、云闪付等平台都在发放“消费券”，类型包括
餐饮券、体育券、超市券、文旅券等。她还晒出了
账单：“这次抽到了两张餐饮券，一张是美团满
100元减50元的，还有一张支付宝满50元减20
元的，在南京水平方商圈，消费了几杯饮料和一
顿烤肉，总共才花了200多块钱，确实很划算！”

摇券、晒券、转券、评券……不少消费者都
像苏女士一样，在丰富多元的电子消费券中，感
受到乐趣，并被激发起消费动力。江苏各地花
样频出的“消费券”政策正不断激活内需，试图
把人们拉回疫情前的消费轨道——

“大多数消费券，都在短期内转化为了消
费，它对区域经济的拉动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
影’。”南京市商务局相关处室拿出一组数据：5
月20日，南京发放今年首轮消费券，5月21日，
发券后的首个休息日，当天线上线下核销消费
券近20万张，带动市场销售额近9000万元，5
月20日—22日，新街口商圈、百家湖商圈客流
量环比上周分别增长2.9%、1.96%。

在淮安清江浦区，消费券发放的力度空
前。6月1日至8月31日期间，围绕“游购娱、
吃住行”等领域，区域财政统筹安排1000万元，
撬动社会资本超1亿元，加快消费复苏，发放
7.5万张商贸领域惠民消费券，且向汽车、电影、
文旅、图书等4方面给予额外政策倾斜，惠民礼
包尤其“厚实”。“扩内需、促消费是当务之急，发
放消费券，有利于激活休眠期的消费，令受疫情

冲击的商家、行业尽快恢复起来。”淮安市商务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消费券”是拉动内需的一
个基本信号，今年的“幸福满淮·安心消费”夏季
购物节活动还将推动当地消费市场“持续升
温”。

在无锡，“消费券”已发放多轮，成为刺激消
费的重要方式。“五一”期间，当地发放1200万
元消费券，5万余名消费者到店用券，带动消费
1.1亿元；5月20日起至9月底，配合夏日消费
季主题活动，围绕城市露营节、草坪音乐节、美
味龙虾节、酷潮运动节、新能源汽车节等主题，
发放总计10万份、800万元的第二轮消费券。

以“淮海新消费”为主题，徐州全市商场、超
市、汽车、家电等零售企业和限额以上住宿、餐
饮企业共同参与，商场、超市、家电、住宿、餐饮、
加油站等领域累计发放消费券1000万元。

抓住年轻人这一消费“主力军”，扬州则于
近期启动了“唤·醒”咖啡文化节活动，举行品咖
啡、拍美景、聊人生、听乐队等活动，发放10万
元主题消费券。

让利，让消费重新起步

与以往的消费活动相比，“消费券”的优惠
来得更直接，商家有得赚吗？“让利，是为了让消
费重新起步。”采访中，记者发现，这种观点已成
为当下大多数商家的共识，在他们看来，一张张
消费券流动起来，就能形成一股信心“洪流”。

“复苏需要个过程，眼下，尽可能地让利消
费者，能赚吆喝，赚好评就行。”南京大惠企业集
团PR总经理盛强统计了下，从5月1日“发券”
至6月8日，全南京21家“南京大牌档”门店共
计核销了4200多张消费券，“拿着消费券，大家
饶有兴致地走进饭店，慢慢习惯起堂食、聚餐，
这对我们餐饮业来说，就是动力和希望。”最近，
配合消费券，该店也在积极让利、创新：1块钱

不到的赤豆元宵；冰粉、青梅、虾籽拌面组成的
“立夏套餐”等活动趁热而出，持续吸引消费者
兑完券后“再回头”。

“第二轮消费券，我们6家门店共计回收
20元消费券759张，50元消费券291张。”古南
都集团办公室主任李明义直言感受：市场确实
在逐渐回暖，企业在积极准备，迎接市场的全面
复苏。当下，集团上下还在抓紧时间“修炼内
功”，提升服务质量、推出精品菜肴，满足消费者
高品质、多元化的消费需求，“消费券的作用就
是‘抛砖引玉’，相信随着疫情好转，大家被抑制
的消费意愿会逐渐得到释放。”

南京琪哒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江
小贺粗略估计了下，经过南京市、区以及街道
几轮消费券的发放后，近期门店客流量增长
10%左右，“消费券的发放将充分唤醒市场，但
有些市民还不知道消费券的活动，或者知道了
不会领，我们都会在现场帮助市民领券、消费。”

“虽然我们是一家老牌美容院了，但4月疫
情仍对我们造成很大的冲击，关闭门店的一段
时间，我们也没有降薪，就盼着眼下快速回血、
回暖。”南京金夫人美容健身有限公司执行总监
祝琪感慨，政府发放的消费券是一场“及时雨”，
甚至刺激了很多潜在的顾客群体，“‘五一’之
后，进店‘新客户’有400多位，不久前，端午节
我们也开展了优惠活动，将积极配合政府，最大
程度激发市民的消费潜力。”

左庭右院南京河西金鹰店店长薛行相信，
餐饮市场正迎来复苏“拐点”，“接下来的7、8月
是餐饮消费的旺季，到店客群以学生和游客为
主，期待文旅部门发起更多暑期推广，提升旅游
业回暖的同时，也能带动餐饮业。”

解码，如何持续激活市场

当下，“消费券”确实成为我省各地有效提

振消费的工具之一。“发券”热潮下，也有不同
“声音”：刺激消费，激活市场，为何不直接发钱？

河海大学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黄德春教
授解释说，“发消费券”能更好地掀起“乘数效
应”，撬动消费潜能，据统计，每1元消费券的投
放，对消费总额的拉动有约5倍的直接放大效
果，并能进一步带动产品链上下游产值。发“消
费券”的指向性更强、灵活性更高，各地可基于
地方经济现状和产业发展情况，有所侧重地支
持行业或企业，具有定向扶持的作用，有利于国
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此外，发消费券尤其能
在“过渡期”发挥作用，能够迅速提振特定领域
的消费，为中长期政策的落地实施提供缓冲时
间，加快经济恢复。

消费券虽好，但专家同时提醒，其适用条
件、发放规模等还是需要“因地制宜”——从消
费券内容来说，建议尽量发放替代效应低的“非
耐用”消费券，有效避免消费券对居民正常消费
活动的挤出效应；另一方面，建议尽量向带动大
规模就业的行业和企业倾斜。“提振消费的关键
前提是保住企业，让企业度过危机，尤其是关乎
国计民生的重点企业和能够带动大规模就业的
企业，因为就业能够使居民获得稳定收入，进而
扩大消费支出。”黄德春建议道。

保证“券”尽其用，专家认为，应依托数字化
手段和互联网平台发放电子消费券，“依托数字
化手段，能更精准地把握市场动向，并实时跟踪
消费券的发放、领取、核销情况，从而有助于动
态调整资金配比规模，优化发放方式。”

业内人士表示，消费券是一种很好的短期
刺激消费的手段，在特定期限内用于特定的领
域，但从长期来看，若想真正推动消费市场发展
壮大，还应从提升城市消费环境、优化商品服务
供给质量、完善市场秩序、增加居民收入等方面

“共同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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