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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漫游 北京报道

近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强调了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
在优先位置”，预计消费市场发展韧性将持续显现。

临近2022年末，银行业进入“开门红”阶段。基于对2023年消费市场的看好，各
家银行颇为重视消费贷业务。消费优惠券、满减活动、数字人民币消费贷……多家
银行在“开门红”期间给出酬宾优惠。

不过，《中国经营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金融刺激消费的举措还没有明显
起效。银行机构如今的布局也是基于在2023年经济回暖的预期。业内人士认为，金
融机构推出的消费券、消费补贴等手段，可以增加目标客群消费机会，刺激民众主
动消费，保障消费者的消费能力与意愿能够匹配。

促使消费者的消费能力与意愿相匹配

近日，招商银行推出了闪电贷的折扣活动，自2022年10月1日起，成功在闪电贷建
立额度的借款人，系统将自动发放6.6折、8.5折、9.5折折扣券，折后年利率最低可
达到3.7%，三款折扣券的使用期间分别在2023年的1月、2月和3月。

交通银行也推出了惠民贷的活动，截至2022年12月底，惠民贷的借款人可参与贴
金券抽奖活动，其中额度最大的贴金券为5999元。

为刺激消费市场回暖，银行可谓煞费苦心。不过，众多银行人士坦言，从具体的实
践看，客户对于消费的热情还没有明显回暖。

“刚进入12月的时候，利率低、期限灵活的消费贷还比较好推广。不过近期新冠肺
炎疫情阳性病人增多，大家对于贷款消费的意愿降低，下一波消费贷的推广潮恐怕
要再等两周。”某国有银行支行行长说。

“为刺激消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陆续出台了优惠政策，但还是受制于消费市场缺
乏驱动力，刺激效果还有限。”艾媒咨询首席分析师张毅告诉记者，“至少从现在
的情况来看，消费市场回暖可能为时尚早。目前，从线下零售渠道看，还是缺乏足
够的人流；从线上电商渠道看，受近期物流受阻、货源短缺影响，没能实现消费市
场回暖的局面。”

业内人士认为，近期银行加大了消费贷的优惠力度，也是寄希望于2023年的消费复
苏，提早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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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市场回暖最早可能发生在一季度结束之后。”张毅说，“尽管消费市场回暖
的局面还没有形成，但跟过去几年相比，现在比较好的一点是，‘新十条’公布后
，大家对于2023年的经济预期是比较乐观的。”

光大证券金融行业首席分析师王一峰展望道，2023年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优化，人
员流动增加，居民资产负债表将得到部分修复；且消费端或出台刺激性举措，着力
点在于恢复线下消费活力，也不排除在产业链较长的汽车、家电耐用消费品领域继
续出台或强化刺激举措，推动202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回升至5%以上。

融360数字科技研究院分析师李万赋告诉记者：“随着‘新十条’疫情防控政策的
落地，消费市场回暖的预期增强。且之后感染者逐渐恢复健康，出门消费的人员预
计将逐渐变多，且对病毒的恐慌性远比之前减少，因此感染高峰期过后，消费市场
将快速回升。”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也指出，近期像三亚等一些热门的旅游目的地都
出现了酒店预订爆满、机票一票难求的情况，免税店也人头攒动。这说明在疫情管
控优化之后，被压抑的消费需求已经开始出现释放。2023年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消
费是提振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

华鑫宏观策略团队撰文称，要促进消费复苏，需要恢复消费场景、提升消费意愿、
提高消费能力三者形成合力。他们认为，可以用消费券、消费补贴等手段，增加消
费机会，刺激民众主动消费，恢复消费信心，进一步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和
养老服务，优化消费结构，保障消费者的消费能力与意愿能够匹配。

从各环节助力消费循环畅通

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
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

为此，多家银行也明确表态，要支持消费市场回暖。

例如，中国工商银行称要聚焦制约消费循环畅通、提质升级的痛点堵点问题，加快
消费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提高服务便利性和触达性，拓展大宗消费金融服务以及
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领域消费服务，积极促进
居民消费提升。

张毅认为，扩大内需首先要解决消费者的信心问题。“消费贷需要先消费后还钱，
那么，能不能还得起决定了消费者敢不敢贷款、敢不敢消费，这就是信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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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消费者的信心问题，从银行端看，就需要降低消费贷给消费者带来的成本压
力。

植信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建议，为着力扩大消费需求，推动降低个人消费信贷
成本，监管层面可能会考虑创设消费专项再贷款，支持商业银行以较低的价格，发
放消费贷支持装修、家具家电、旅游等的消费，利率有可能降至3%以下。

李万赋认为，各地政府都积极联合各大商圈进行复商复市，金融机构一是可以联合
各大商圈或线上消费渠道推出电子消费券、支付刷卡享优惠满减活动，二也可以充
分利用各大渠道，促销信用卡、信用贷等消费金融类产品，通过刷卡金返利、临时
提升额度、延长免息贷款时限等方式，刺激消费。

另外，张毅指出，银行还需要对消费贷产品进行升级，使其与更多消费场景结合，
让消费者感受到利益最大化。

王一峰补充道，除了降低价格外，从金融机构的角度看，要助力扩大内需，银行还
应该优化服务渠道。

记者注意到，为了便利消费者，银行及其消费金融子公司也积极推出了数字人民币
消费贷。如2022年12月12日，兴业消费金融股份公司上线数字人民币发放消费贷
业务并成功落地首笔贷款。利用数字人民币的法偿性、秒转秒到、免手续费等特点
，数字人民币发放消费贷可以为客户提供安全、便捷、实惠、多样化的贷款资金清
结算体验。再如，此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落地了数字人民币汽车消费贷款的放款
及受托支付业务。

易观分析金融行业高级咨询顾问苏筱芮认为，消费金融机构拥抱数字人民币是大势
所趋，一是数字钱包便利性有助于其更便捷、更低成本地触达客户；二是有望节省
原来依靠第三方所产生的渠道费用；三是可确保授信资金闭环流转和用途真实可信
。

（编辑：朱紫云 校对：彭玉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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