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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 2019 年度全省消费环境情况

报告 

吉市监字〔2020〕26号  

省政府： 

  为深入开展“放心消费在吉林”创建工程，打造良好消费环境，根据省政

府重点工作任务要求，省市场监管厅与第三方机构合作，连续三年组织开展消

费环境指数评价研究工作,持续跟踪全省消费环境状况。日前，《2019 年度吉
林省消费环境指数测评报告》正式完成，全面分析了全省消费环境现状及存在

的问题，并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2019 年度消费环境总体情况 

  2019 年，在省委、省政府正确领导下，各地各部门大力推进“放管服”改

革，开展“放心消费在吉林”创建活动，全省新增放心消费示范店（企业）

1606 户，创建放心消费示范商圈（街区）65 个，承诺无理由退货实体店达

2715 户，万人拥有发明专利 5.65 件，每万户市场主体平均拥有有效注册商标

916 件，特别是大力推进夜经济、“直播带货”、“网红经济”等新模式、新

业态发展，营造了良好消费环境，有效释放了全省消费潜力。经测评，2019 年

全省消费环境总指数为 78.71 分，比 2018 年提高 2.97 分，继续保持稳中有升

态势。 

  全省消费环境评价设立 4 个一级指标，得分分别为经营者诚信 80.29 分、

消费安全环境 79.23 分、消费者满意度 78.09 分、消费基础环境 77.65 分。下

设 17 个二级指标， “价格诚信”“消费创新”“机制建设”“诚信经

营”“服务安全”“售后诚信”6个指标得分在 80分以上， “消费便利

度”“商品安全”“消费结构”“品牌培育”4 个指标得分在 75 分以下，“消

费能力”“商品满意度” “服务满意度”等 7个指标得分介于 75-80分之间。 

  全省各地区消费环境排名总体保持稳定，依次为：吉林 83.04 分、梅河口

82.29 分、通化 81.96 分、长春 79.70 分、松原 79.23 分、公主岭 77.59 分、

延边 76.92 分、四平 76.88 分、辽源 76.46 分、白山 76.05 分、白城 75.66

分。 



  测评结果总体表明，全省消费环境指数连续三年稳步提升，经营者更加注

重诚信经营，消费者满意度逐年提高，消费环境明显改善。同时，随着经济发

展和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人民群众对消费环境有了更高要求，消费环境创建工

作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总体上看，我省消费支出规模小，增长速度缓慢。2019 年全省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为 7777.2 亿元，仅占全国的 1.89%，增长 3.4%，比全国平均增速低

5.6 个百分点。同时，消费基础环境建设不均衡，品牌引领消费作用发挥不明
显，消费维权任务仍比较艰巨。一些对经济有明显拉动作用的重点消费领域，

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新经济消费方面。新经济消费模式固化，需求匹配度低，忽略了消费者的

兴趣触点。平台优惠力度小，平台内商家促销活动少，降低了消费者的购物热

情。在线教育、医疗供给方式单一，缺乏有效监管，影响了商家的服务效果。 

  夜经济消费方面。夜经济载体覆盖不全，场所分布不均，夜间消费“菜

单”有待丰富。夜经济模式单一，品牌文化缺失，夜间消费“场景”有待创

新。配套设施不完善，政策环境不匹配，夜间消费“保障”有待升级。 

  汽车消费方面。汽车消费优惠政策少，以旧换新置换补贴力度低，汽车消

费动力不足。二手车消费市场不透明，科学的二手车定价模型与评估系统应用

不足。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缺口较大，互联互通广度和深度不够。汽车产

业数字化水平低，汽车消费金融产品数量少，生产、销售、服务全产业链建设

不足。 

  农村消费方面。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收支预期不稳定，消费动力不充

足。农村物流覆盖率低，电商服务网点少，信息化建设滞后，消费设施不够完

善。农村市场体系不健全，新业态消费模式缺失，消费环境不够充分。 

  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消费受到较大冲击，创新消费理念，提

振消费信心，大力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打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是我们的重要任务。 

  三、相关对策和建议 

  （一）加快释放新兴消费潜力。一是推动零售业和服务业数字化。以红旗

街、重庆路、桂林路等城市重点商圈街区为数字化营销试点，推广云逛街、云

购物、云体验系列活动，发展消费新业态。鼓励大型商超进行社区化服务升

级，开展生鲜智能快递柜业务，提升到家服务能力。打造我省直播电商 3.0 平

台，举办电商直播采购节等系列活动，鼓励名人带“吉货”、领导带“吉

品”，推动消费升温。二是开拓云端消费新空间。拓展“云教育”模式。精准

对接学龄前儿童、在校学生、就业人员和退休老年人等不同群体的多元需求，
提供高质量在线教育产品与服务。拓展“云健康”模式。整合优化医疗健康资



源和供应链，加快推进医养结合，促进中医药健康旅游等新业态发展。拓展

“云旅游”模式。深入挖掘长白山景区、长影世纪城、雾凇冰雪和避暑休闲等

旅游资源，引导景区与线上平台合作，开启“云展览”“云旅游”+文旅产品带

货等直播活动，促进文化旅游挖潜增效。三是创建消费者权益保护新模式。推

进消费维权社会共治。开展“放心消费示范城市”创建活动，搭建吉林省消费

维权网络平台，开发“吉林省消费通 APP”, 提升消费纠纷在线投诉和处理能

力。实施新消费业态审慎监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和消费后评价制度，大

力优化线上消费环境，严厉打击网络刷单炒信等黑色产业链。 

  （二）提质夜经济消费。一是构建多元化夜间消费空间格局。积极探索

“文商融合”“文旅融合”新模式，塑造夜消费“文化 IP”，拓展夜经济集聚

区功能，重点打造“餐饮+新娱乐”“餐饮+新零售”等新“夜”态。打造夜间

经济示范点位，建设“网红街巷”，形成口碑效应。找准夜间购物定位，推行

夜间消费券发放活动，探索建立 24 小时营业试点街区，引领夜间消费新风尚。

二是提供精细化夜经济公共服务保障。从夜经济供给侧改革入手，优化夜经济

配套设施，完善夜间交通配套，增设夜间临时停车场，加强夜经济安全管理。

同时，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有序放开“外摆位”和“流动商贩”限制，对延长

营业时间的商家给予适当税费减免或政策补贴，推动夜间消费再上新台阶。 

  （三）提振汽车消费。一是短期以刺激性政策为主，释放刚性需求。落实

并延长新能源车购置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对购买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

力汽车的消费者给予补贴。优化二手汽车流通网点，搭建线上线下二手汽车交
易平台，减征二手车销售增值税。鼓励开展以旧换新等促销活动，加大置换补

贴力度，扩大汽车消费总量。二是长期以催化性政策为主，促进消费升级。联

合新能源汽车充电运营商开发统一 APP，打破运营商之间界限，实现全省充电

设施互联互通，提高充电桩使用效率。创立“流程化、绿色化、资源化、信息

化”的报废汽车处理模式，对报废汽车实现绿色拆解、完全分选与零部件再造

的全流程综合利用。建立厂商端、店端、用户端“三端合一”数字化汽车产业

互联网平台，加速汽车产业数字化建设。鼓励汽车金融行业创新消费信贷产

品，适应多样化汽车消费需求。 

  （四）推动农村消费。一是激活农村实物消费潜力。采取“政府补贴+企业

让利+金融助力”的方式，加强汽车、农机、家电产品的售后服务和金融服务，

在生产、销售和服务三端给予农民消费支持。鼓励经销商下沉市场，完善县、

乡、村销售网络的分层构建，实现售后服务网点落地。做好旧汽车、农机和家

电的回收和以旧换新服务，解决农民后顾之忧。政府主导，联合生产厂家和大

型电商平台，线上线下相结合，开展“汽车—农机—家电”全民换新大型促销

活动。二是拓宽农村新经济消费渠道。加快物流服务站点建设，完善商品流通
网络等设施，在村一级运输环节给予补贴等政策支持，实现“快递下乡”向

“快递进村”迈进。顺应农民消费升级趋势，丰富农村消费品种类，推动电子

商务向广大农村地区延伸覆盖。扩大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引导快递企业与供

销、农村电商网点合作，推广农产品“生鲜电子商务+冷链宅配”“中央厨房+
食材冷链配送”等服务新模式，打通农产品“上行”和工业品“下行”双向流

通渠道。三是夯实农村消费发展基础。围绕旅游、教育、康养、环保等绿色消

费主题，打造美丽乡村、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发展休闲农业、旅游度假产



业，拓展农村绿色消费空间。完善农村交通网络，加快实施村路硬化工程，加

速县（乡）道与高速公路、国省道便捷对接，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园和旅游景区

连线改造；实施农村地区水电气、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为农民进城消

费或网上购物提供便利。 

   

  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 

  2020 年 6 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