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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消费券补贴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本次2022年消费券补贴项目共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通过“云

游鄂尔多斯”公众平台轮番发放共计 1000万元定额、定向的餐

饮、住宿、百货、电器、超市、汽车、石油优惠券；另一部分

由商务局配置 2000万元，通过“多多评”小程序在全市发放 20

亿消费积分。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2023 年 5 月 10 日—2023年 6 月 20日对 2022 年消费券补

贴项目开展绩效评价工作，主要对政策目标相关性、政策执行

效率性、政策执行效益性、政策公平性 4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

分析论证，并提出相关建议。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该项目绩效评价综合评分“88.23分”，评级“良”。

四、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1.刺激消费增长，加速市场回暖

为应对疫情影响，鄂尔多斯全市积极作为，出台系列政策

帮助市场主体纾难解困，全面推动零售、餐饮等困难企业恢复

发展，特别针对汽车、商场、餐饮等重点领域，全面落实消费

刺激政策，提振了消费信心。

2.带动服务平台关注人数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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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鄂尔多斯市商务局全体工作人员积极配合、大力支持

活动实施工作，协同承办方使活动取得了较大成果，保障项目

的顺利实施。活动期间，带动“云游鄂尔多斯”智慧文旅公共

服务平台，使得关注人数达 21万人、访客量达 36万人次、浏

览数达 86万人次、平台使用突破 36万人次；带动“多多评”

政务便民服务平台关注人数持续增长，目前平台关注人数达

106.54万人。

3.活动区域及行业覆盖面广

活动涉及的行业广，覆盖食品生鲜、娱乐休闲、粮油调味、

日用百货、物业服务、零售批发、美食、医疗卫生、旅游景区、

宠物、车主服务、物流运输、培训机构、农特产品等居民日常

生活所需的各个行业，极大的提高了活动的知名度、覆盖面及

居民的参与度。对比以往促消费活动，本次活动居民接受度高，

消费积分使用便捷、可选择范围大、区域及行业覆盖面广。

4.具有平台技术和运营数据能力的支撑

本次项目具有平台技术能力的支撑，可根据问题和活动需

求，及时开发相应功能，例如：增加商家收款二维码坐标功能

防止商家套现、增加超市优惠券每人每日可使用功能、解决每

次活动只可以使用一次优惠券的问题等；同时具有平台运营数

据能力的支撑，可实现实时分析数据、实时发现问题、实时提

供数据报告等功能。

5.项目开展前期为参与商户提供培训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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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单位为参与补贴的商户提供一对一培训指导，帮

助商户核销、对账、引导消费者如何使用消费券，取得商户对

平台的信任，极大的提高了商户对平台的好感度。

（二）存在问题

1.部分消费券发放计划制定缺乏科学性，未及时进行调整

（1）部分消费券发放种类和满减额度设置不够优化

通过查阅《鄂尔多斯市“乐购消费券”实施方案》，本次

石油类计划发放 20000张“满 300减 30元”的消费券，实际发

放 7张“满 100减 100元”、115张“满 200减 200元”、101

张“满 300减 300元”和 10张“满 500减 500元”的消费券。

根据鄂尔多斯市商务局官媒报道，实际发放石油类消费券均调

整作为购车福利，发放给购车车主，从而带动社会消费品零售

额，未面向所有群众发放，受众基数小，缺乏普惠性。超市类

“满 100减 10”和满“200减 20”的消费券，满减金额要求较

高，但优惠比例仅为 10%，部分群众使用意愿较低。

（2）部分消费券首次抢券核销率过低

2022年消费券补贴项目首次抢券总核销率为 40%，其中，

百货类消费券“满 300减 30”首次抢券核销率为 6.38%、餐饮

类消费券“满 100减 20”首次抢券核销率为 6.23%、住宿类消

费券“满 200减 40”首次抢券核销率为 0.81%等，均远远低于

总首次抢券核销率。造成此情况的原因：一是部分消费券发放

种类和满减额度设置不够优化，群众领券量虽高，但使用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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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二是未根据消费券发放、领取、使用情况及时进行调整。

（3）消费积分分配不合理

根据鄂尔多斯市统计局公布的《2022年度旗区常住人口数

据》《2022年 1-12月份全市旗区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和《2022

年 1-12月统计月报》，各具体数据详见下表：

表 14：2022年度各旗区常住人口和主要经济指标明细表

序号 旗区名称
计划补贴金

额（万元）

常住人口

（万人）

全体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元）

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亿元）

1 康巴什 545 12.45 55975 69

2 达拉特旗 27 33.36 39261 45.2

3 准格尔旗 31 36.47 47443 106.2

4 东胜区 183 58.08 57117 234.6

5 伊金霍洛旗 72 25.36 48721 51.6

6 鄂托克旗 42 16.76 44178 32.7

7 杭锦旗 22 11.54 38952 15.3

8 鄂托克前旗 53 9.72 42513 25.6

9 乌审旗 25 16.33 41589 35.4

合计 1000 220.07 415749 615.6

由表可知，本次消费积分计划在康巴什区发放 545万元、

东胜区发放 183万元，但康巴什区常住人口为 12.45万人、全体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55975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69亿

元；而东胜区常住人口为 58.08万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为 57117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234.6亿元。通过数据分析

对比，东胜区各项指标和数据均大于康巴什区，但发放计划却

未按需倾斜于人口和消费能力较高的地区，故存在分配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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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

原因分析：项目前期缺乏充分的市场调研和分析，未对发

放数量、各旗区和行业补贴金额、消费券发放种类设置进行精

细化探讨。

2.项目活动宣传不到位，具有局限性

本项目计划通过员工转发；一对一短信发送；大客户群体

的线上宣传、对线下营业厅和渠道点做海报布放；各旗区线下

合作商户物料张贴、出租车广告、公交车广告、楼宇广告等方

式对活动进行宣传。但宣传方式具有局限性，未充分利用微博、

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宣传方式加大活动宣传力度。由于本次项

目实施的区域范围大、覆盖面广，目的是实现全民参与，促进

消费持续恢复，因此本项目的宣传工作尤为重要。

原因分析：未充分做好项目前期预热宣传，仅通过员工转

发；一对一短信发送；大客户群体的线上宣传、线下营业厅和

渠道点做海报布放；各旗区线下合作商户物料张贴、出租车广

告、公交车广告、楼宇广告等传统方式进行宣传，无新媒体宣

传方式。

3.无消费者反馈系统，监察机制不够完善

在对本次项目实施的两个平台进行调研时发现，“云游鄂

尔多斯”公众号和“多多评”小程序均未建立相应的顾客反馈

系统，消费者若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疑问或不满的地方，未

能有相关渠道或平台客服进行反馈，缺乏反馈数据统计。本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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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为全民参与的大规模补贴性活动，但事后未进行商家满意度

和消费者满意度调查，减弱了往后项目实施的改进效果。

其次，项目实施过程中未有明确的监察部门或小组对消费

时是否存在纠纷，有无恶意哄抬物价、恶意套取消费券的情况

做出相应监管及说明，反映了主管部门监管机制不够完善。

原因分析：项目前期缺乏一定的实施保障措施，未能有相

关渠道或平台客服进行用户反馈，缺乏反馈数据统计。

五、有关建议

（一）前期进行市场调研，及时调整发放比例

项目开展初期应组建调研小组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调研

人员、主管部门和实施单位对发放数量、各旗区和行业补贴金

额、消费券发放种类设置进行精细化探讨。例如：住宿类满“200

减 40”的消费券群众使用意愿是否强烈；住宿的一般标准是多

少；发放数量和有住宿需求的人数是否相匹配。通过得出的结

论再结合市场现状，灵活地分析减免政策，最终确定实施方案

中的发放计划，同时明确发放过程中相关监控和调整机制，做

好项目事前、事中工作，保障项目目标的高效实现。

（二）加大活动宣传力度，提高群众知晓度

项目准备阶段应做好前期预热宣传，利用抖音、快手等新

媒体宣传方式，在短视频平台官方媒体账号进行宣传，宣传内

容包括：宣传范围、涉及行业、补贴金额、发放起止日期、每

日领取时间、领取方式、领取限制等。宣传形式应包括文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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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方便让更多人了解项目的补贴内容和参与方式，增加群

众参与意愿。必要时可适当增加专项宣传经费，制定全面的宣

传方案，加大宣传力度。

（三）建立消费者反馈系统，完善监察机制

一是应完善监察机制，组织监察部门或小组对项目运行中

存在的问题进行记录和解决；二是在平台上建立消费者投诉渠

道，以人工客服对话或电话接听的形式安排专人负责记录和处

理投诉事件；三是建立处理台账，将相关问题、解决方法和未

解决原因详细记录，方便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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