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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方政府消费券补贴兼具积极层面与消极层面的双重影响，积极的政府消费券补贴政策可以促进地方产

业发展刺激经济，但消极的消费券补贴行为反而会产生限制、排除市场竞争的结果。为了避免消极结果

的产生，需要通过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来规制，然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实践中仍然存在

破坏市场公平竞争、干扰市场供求、阻碍市场机制等问题。面对这些问题需要引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由于该制度尚处于萌芽状态，在实践中存在许多问题，需要针对问题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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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cal government consumption coupon subsidy ha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Positive gov-
ernment consumption coupon subsidy policy can promote loc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stimu-
late the economy, but negative consumption coupon subsidy behavior will limit and eliminate mar-
ket competition. In order to avoid negative results, it is necessary to regulate through the fair com-
petition review system. However, the fair competition review system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In practice,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undermining fair market competition, interfering with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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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y and demand, and hindering market mechanisms. In the face of these problems, it is neces-
sary to introduce a fair competition review system. Since the system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practice, which need to be optim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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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为了促进消费、刺激经济，近年来各地方政府纷纷向公众发

放消费券，由商家核销，最后由政府兑现，这实质上是政府用财政资金给公众或企业提供财政补贴的一

种方式。地方政府发放消费券补贴，是政府用于促进经济发展、扶持当地产业常用的政策工具，属于产

业政策的重要表现形式[1]。政府发放消费券的行为对刺激消费具有“四两拨千斤”的促进作用，同时对

于推动产业结构转型、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具有积极作用。但是，消费券补贴行为同样也可能产生排除、

限制竞争甚至产生“区域小市场、小循环”的负面影响，不利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党的二十大报告

指出，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发放消费券补贴时，如

何协调市场与政府二者之间的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时的决定性作用，又发挥政府在市场的积极

作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建立恰好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2016 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国发〔2016〕34 号)，

该《意见》首次规定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而后，2021 年出台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为进一

步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提供依据。新修的《反垄断法》第 5 条正式确立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为我国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提供法律依据。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使“政府”之手更加合理化、法治化。本文从地方

政府发放消费券补贴为切入点，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分析地方发放消费券补贴需要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进行协调，同时对现有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存在的不足进行完善。 

2.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规制消费券补贴问题所必需 

地方政府消费券补贴是一项重要的产业政策，有效的政府消费券补贴政策有利于解决市场失灵、推

动产业升级以及促进经济协调发展[2]。但同时，地方政府消费券补贴可能带来消极影响，例如地方保护

主义滋生、差异化补贴导致限制或排除竞争。该部分着眼分析地方政府消费券补贴制度的积极层面与消

极层面，从问题着眼，得出需要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政府消费券补贴问题进行规制。 
(一) 强化执法在社会治理中的价值导向 
1) 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地方政府通过发放消费券对特定产业进行补贴，这一策略不仅是市场调节的“无形之手”的体现，

更是政府引导市场发展、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有效手段。通过这种方式，政府能够激励市场向更高效、更

具创新性的方向发展，同时为落后产业提供转型升级的动力，为新兴产业的成长提供支持。对于市场上

新兴产业、落后产业，由于市场的逐利本质，投资者面对这些产业往往采取谨慎的态度[3]。政府对特定

产业进行消费券补贴，消费者受消费券“刺激”进行消费，相关企业成交量上升，获利空间提高，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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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下会有越来越多投资者注意到该产业并进行投资，大量投资的注入可帮助相关产业实现产业调整。 
2) 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地方政府发放的消费券通常是“满减型”，例如“满 300−100”“满 100−50”等，此种满减型消费

券具有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消费者出于利好心理，使用消费券在特定商家进行消费，为了达到消费券使

用条件往往会“凑满减”即达到消费券使用的门槛。在这种心理驱使下，消费者花费更多钱去购买商品，

市场流通的货币增加，让钱“活”起来，市场便有了活力，经济得以发展。相关产业受补贴消费券的影

响，其获得的利润可以投入扩大再生产，为地方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和税收。 
(二) 政府消费券补贴制度的消极层面 
1) 破坏公平竞争 
在地方政府制定消费券补贴政策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地域保护主义的倾向[4]，这可能会扭曲补贴

政策的初衷，影响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当政府对某些企业给予特定补贴，这些企业便可能因此获得不正

当的市场优势，这不仅违背了公平竞争的原则，也可能导致其他企业的竞争力下降。可见，是否能进入

消费券适用的范围对企业来说至关重要，进而提出政府如何选定消费券适用的企业疑问，此时就需要引

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2) 干扰市场供求 
需求决定供给，没有需求或者与需求不匹配的供给是难以转化为利益的；反过来供给可以创造需求，

新兴产品可以带给人们新的需求吸引新的消费。一般来说，只有真正的高质量供给、具有创新性的供给

才能创造出新的需求。但是政府通过消费券补贴的行为可以打破上述规律，干扰消费者自身对产品(服务)
的质量以及消费者自身需求的判断。消费者对产品(服务)质量以及需求的误判的消极后果还会传导到企

业，因为企业在虚假的销量下，企业会对未来发展路线产生误判。 
3) 阻碍市场机制 
市场经济中，竞争起着决定性作用，市场正是通过不断地竞争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5]。政府消费

券补贴虽然能在短期内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但如果地方政府以增强本地产业竞争优势为目的发放消费券

补贴，以发放消费券补贴的形式代替市场竞争，可能会导致企业依赖政府主导的补贴政策，是市场竞争

带来的创新机制荡然无遗[6]。但是地方政府消费券补贴行为与一般的反竞争效果行为不同，消费券补贴行

为具有促进经济发展与反竞争两方面的影响。如何协调市场竞争与“看得见的手”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 
(三)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引入 
政府通过消费券补贴来应对市场失灵，是一种常见的做法。这种做法虽然能够促进地方产业结构的

调整和经济发展，但也可能会带来诸如破坏市场竞争、干扰市场供求和阻碍市场机制等负面效应。因此，

引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显得尤为重要。该制度的实施将有助于补贴政策进行严格审查，确保政策的合理

性，并使政府在制定消费券补贴政策时能够充分考虑其对市场竞争的潜在影响。政府消费券补贴政策是

一种强调政府为主导的产业政策，通过政府制定的消费券补贴政策对市场进行干预，这种产业政策与市

场竞争相冲突[1]，但矛盾并非不可调和，不论是消费券补贴政策还是市场竞争，二者价值目标都是优化

市场资源配置，实现社会经济发展，提高社会整体利益。因此可以运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协调二者之

间的矛盾，为消费券补贴政策提供发展空间，使其合理化、法治化。 

3. 政府消费券补贴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困境 

由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出台不久，在政府补贴消费券领域的适用并不完善，需要进一步审视。根

据 21 年出台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下文称《细则》)规定，公平审查制度由政策制定机关自

己建立，属于自我审查的模式，自我审查往往容易存在不足，存在完善空间。另外，《细则》对于公平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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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审查制度的审查标准规定较为细致具体，但是对于合理性审查的标准规定缺失，需要进一步细化明确。 
目前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的是自我审查模式，由政策制定者自我审查，采取该模式的优点是

政策制定机关对出台政策的相关情况更加了解，对地方产业现状判断更为准确，有利于政策制定符合客

观情况能够更好地实施。但实践中暴露出该机制的许多问题，使得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流于形式。 
(一) 审查态度消极 
由于政策制定机关既是“球员”又是“裁判员”，这种自我审查的模式，政策制定机关能有多大动力

积极审查自己制定的消费券补贴政策？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政府在制定补贴政策时，其补贴规制与

程序规制的制定与执行，与法治理念均有较大背离[7]。地方政府在制定补贴政策之时存在保护地方产业、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追求自身政绩因素干扰，难以站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角度对消费券补贴政策进

行审查。同时，地方政府运用“有形之手”干扰市场的惯性同样会让公平竞争审查缺少原生动力。 
(二) 审查情况存在地区差异 
根据《细则》规定，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由各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进行。各地由于经济、执法资源等

客观差距且制定消费券补贴政策本身具有一定困难，导致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地区差异，

各地为审查标准理解不同，适用方面存在差异[8]。另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缺乏有效的考核机制，在经

济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为了加快当地经济发展，不对补贴政策进行审查甚至消极审查[1]。 
(三) 审查主体专业性不足 
如前文所述，地方政府消费券补贴政策是同时具备积极层面与消极层面的公权干预市场的行为。审

查主体不仅要对消费券补贴政策进行形式上的合法性审查，更要对消费券补贴政策进行实质上的合理性

审查，对该政策的影响进行评估，判断该政策是否会带来排除、限制竞争的后果。然而实践中，部分审

查机关对消费券补贴政策的审查方法单一，单一地认为形式上的合法性审查即等于公平竞争审查，使得

公平竞争审查的方向发生偏移。另外，由于公平竞争审查具有一定专业性，地方政府在作为审查主体时，

可能会出现其自身专业性不足的问题。 

4. 政府消费券补贴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优化 

如前文所述，目前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实践中存在许多问题。优化政府消费券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首

先要完善自我审查模式，其次要建立公平竞争审查中对政策“合理性”的判断标准，从而优化公平竞争

审查制度。 
(一) 提高自我审查积极性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为政府制定消费券补贴政策保驾护航，从长远角度来看有利于当地产业发展和维

护市场竞争秩序，但是可能会损害政府当前的短期利益，比如地方财政收入下降、就业问题，更不用说

政府官员在政绩考核的压力以及升迁的问题。在诸多因素影响下政府在自我审查的时候难免会态度消极。

为提高政府在具体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时的积极性，必须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推行纳入政绩考核指

标。《细则》29 条规定要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考核制度，根据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成效不同予

以奖惩。考核机制应包含正向激励机制与反向惩罚机制。一方面，对于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较好的地

方政府予以奖励，由国务院制定相关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奖励办法，对积极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地

方政府予以鼓励。另一方面，要明确消极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法律责任，对违反《细则》规定出台

消费券补贴政策的政府机关主要负责人予以惩戒并依法公开[9]。 
(二) 建立统一公平竞争审查平台 
地区间在审查实施上的不均衡可能对构建全国统一市场造成阻碍。这种差异可能导致所谓的“劣币

驱逐良币”现象，即那些实施审查不力的地区可能因短期经济利益而获得不正当的竞争优势，而那些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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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推行公平竞争审查的地区则可能在短期内难以看到相应的效益。在政绩导向的影响下，这种不均衡可

能加剧地方保护主义的倾向。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除了实施奖惩机制外，还需大力推广公平竞争

的理念，并以法治精神重新构建地方政府在消费券补贴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过程。此外，建立一个全国性

的公平竞争审查交流平台至关重要，这将有助于打破地区间的信息壁垒，促进制度建设经验的交流。同

时，开放群众监督平台，确保政府在制定消费券补贴政策时能够吸纳公众意见，从而提升政策的透明度

和合理性。 
(三) 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 
面对地方政府作为审查主体时存在的专业性不足的问题，可以通过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借助第三

方具备的专业性弥补自身作为审查主体的不足。《细则》同样鼓励政府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第三方评

估机制是优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关键。一方面，第三方评估机构具有专业性上的优势，第三方审查能

力与审查经验较之地方政府更强，且第三方评估机构在审查过程中以第三方视角进行评估审查，能够保

证审查结果的客观性，这恰恰能够弥补政府作为审查主体时其审查态度消极的问题；另一方面，第三方

评估机构能够针对政府制定的消费券补贴政策进行再审查，对自我审查模式进行内部监督。 
引入三方评估机制时要注意组成人员和经济上的独立性：第一，重视第三方评估机构的独立性建设，

确保第三方评估机构独立于公平竞争审查主体即地方政府。具体来说，第三方评估机构不能从属于地方

政府，第三方机构的组成人员的选定要公正客观，由上级政府统一从相关领域选拔专家组成，而不能由

政策制定机关自己选拔，否则第三方机构评估内容可能产生倾向性。第二，第三方评估机构的经济来源

要独立，将第三方评估机构所需经费纳入财政体系统一结算，不能由地方政府支付，否则第三方评估机

构可能会由于经济不独立而成为地方政府的傀儡，导致第三方评估机制形同虚设。 

5. 结语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的进程日益加深，政府在促进消费和刺激经济方面扮演着日益重要的

角色。地方政府消费券补贴兼具积极层面与消极层面的双重影响，积极的政府消费券补贴政策可以促进

地方产业发展刺激经济，但消极的消费券补贴行为反而会产生限制、排除市场竞争的结果。为了避免消

极结果的产生需要通过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来规制。然而，公平竞争审查机制，作为我国提升竞争政策基

础性地位的核心工具，目前仍处于发展阶段。面对根深蒂固、规模庞大且具有深远影响的地方政府消费

券补贴政策，该制度亟须进一步完善。本文从地方政府发放消费券补贴的现象出发，探讨了公平竞争审

查制度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并对现行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优化方案。通过

提高自我审查的积极性、建立统一的公平竞争审查平台以及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试图解决现行制度中

存在的审查态度消极、地区差异和专业性不足等问题。通过不断深化和优化公平竞争审查机制，确保其

在地方奖励补贴政策中的应用，确保市场的公平竞争提高市场效率，把补贴政策落到实处。展望未来，

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和实践探索，政府的消费券补贴政策将变得更加科学、合理，更

好地服务于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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