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国家首批“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试点提出以来，全国各大中
心城市随之加快了建设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的步伐。郑州市相继出
台了《郑州市创建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实施方案》《一揽子政策促消
费》等一系列加快国际消费城市
建设的举措，尤其将消费恢复、消
费促进、消费引领经济发展放在
十分重要的位置。郑州市当前需
从切实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激发
市场主体活力、培育新型消费、提
振市场信心等方面着手，助推消
费恢复，助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建设。

城事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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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消费成本
提升居民消费能力

一是坚持优先促进稳定和高质量
就业。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文创产
业、会展产业、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等
保障支柱性产业及新兴产业，持续提升
第三产业在GDP的比重，不断促进经济
增长，以提升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纳能
力。关注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就业重
点人群，做好就业服务。提升高校产教
融合水平和能力，不断拓宽高校毕业生
就业渠道；加大农村转移劳动力岗位技
能培训力度，发放技能提升补贴，为吸纳
重点人群就业的企业发放补贴，保证重
点群体收入。加强保障灵活就业和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对快递员、外卖员、
网约车司机、电商主播等，具有吸纳就业
较多、雇佣关系灵活化、工作内容碎片
化、工作方式弹性化、创业机会互联网化
等特点的岗位，出台相应政策托底，化解
职业隐忧，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二是加快数字乡村建设，推动农民
收入增长。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加
大对农村劳动力技术技能的培训，提高
农村劳动力获得更高收入的能力。提高
农产品产业化程度，配套落地农产品加
工业，扩大农村劳动力本地就近就业岗
位。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打造郑州本
土农产品品牌，积极申报认定“中国驰名
商标”等品牌荣誉，不断提高农产品品牌
价值。依托各地优势，发展市区周边乡
村游，引流城市居民，扩大农民经营性收
入。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确定农民生
产要素产权，落实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

经营权、使用权“三权”分置，保障农民在
土地产权中的增益收入。

三是加大公共消费力度，降低居民
消费成本。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社
会保障制度，将城乡各类劳动者，尤其
是灵活就业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
社会保障范围。扩大失业保险、工伤保
险、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兜底劳动者
基本保障权益。构建分层次全方位保
障性租赁住房体系，在原有面向无房新
市民、青年人供应的基础上，扩大覆盖
群体，多渠道多主体建设面向高校毕业
生、返乡就业创业、高层次人才、进城务
工人员等各级各类人员的保障性租赁
住房，提供多元化的住房保障。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提振市场信心

出台普惠性、差异性救助政策体
系，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充分利用新技
术手段和一体化监管体系，评测企业经
营状况，精准评估企业信用等级，给予
不同等级帮扶基金或者补贴。简化各
类补贴申请程序，减少各类报表审批环
节，减轻企业负担。

坚持数字化改革引领，促进“放管
服”向基层延伸。聚焦解决企业“急难
愁盼”问题，打通便企服务的“最后一公
里”，以满足市场主体需求为目标，以办
事人员服务效率为出发点，以市场主体
满意度为衡量标准，以互联网、大数据
技术为技术手段，逆向设计政务服务规
范和标准，切实推进改革向“最后一公
里”延伸。

鼓励市场主体创新。支持企业做专
做精，创特创新，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
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规范创新赋能
产业发展，推动产业升级转型。强化知
识产权保护，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
各个领域树立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细化
知识产权创造、使用、交易及保护环节的
规章制度，严格落实“价值补偿+惩罚赔
偿”，形成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激
发社会公众和市场主体的创新热情。

依托城市资源禀赋
打造城市消费品牌

聚焦城市优质资源禀赋，打造郑州
城市品牌。深挖能够凸显郑州地域特色
的景点及观光线路，做好少林寺、黄河风
景游览区、黄帝故里等观光线路的规划，
开设旅游巴士，接驳市内公共交通线
路。梳理能够体现郑州风貌的城市街
景，围绕城市发展，结合商城遗址、二七
纪念塔等标志性建筑物讲好城市故事，
塑造郑州多元多维城市形象。创新城市
推介模式，围绕“功夫、少林、黄河、嵩山、
商都”等关键词打造城市IP，开发IP相关
文创产品，邀请国际国内主流短视频平
台知名自媒体博主来郑，体验传播郑州
美景、美食、美篇。发展国际友好城市，
开展定期城市宣传及互访活动。办好国
际少林武术节、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等国
内外知名活动，依托城市现有场馆设施，
积极申办各级各类国内外重大会议、赛
事，不断扩大郑州国际知名度。

依托发达交通及物流网络，打造枢
纽赋能型国际消费商圈。充分利用郑州

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欧班列等政
策红利，打造郑州成为国际国内知名的
货物集散中心，主打国际生鲜、化妆品、
药品等快消品、智能电子设备的集散与
分拨。打造高铁2小时消费圈，强化交
通枢纽与城市商圈互动融合发展，根据
客流特征定位商圈特色，重在提供高效
便捷消费场景和服务体验。聚焦“人—
货—场”新消费模式转变，大力发展“首
店、首秀、首映、首展、首发”效应，重点引
入国内外知名品牌，提升城市消费能
级。构建“核心+次级+社区+特色”的多
区域、多业态商圈版图，最大化发挥商圈
在消费气氛营造，消费需求吸引方面的
作用，提振城市商业繁荣度。

提升城市国际化功能，营造高品质消
费环境。持续完善消费质量监督体系，不
断提高消费者满意度，运用数字化技术提
高监督效能，设置消费信息公告机制及消
费者满意度测评二维码，及时透明公布
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情况，倒逼企业不
断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优化消费基础
设施建设，加大5G、交通、物流等基础设
施建设力度，改善商业步行街、商业综合
体周边道路遮荫、避雨功能，增加消费场
所“一老一小”设施，增设改善公共卫生
间数量和环境。美化建设城市环境，加
快完善消费商圈、公共场所国际化引导
标识建设。

培育新型消费
加快消费升级

不断提升传统消费品质和等级。提
高吃穿居用行等基本消费品质，推动增
加高品质消费供给，积极探索内外销产
品同标准同品质，充分发挥郑州跨境电
子商务综试区政策优势，引进优质商品
满足中高端消费者需求，同时积极推进
地方名优品牌同国际标准接轨，鼓励品
牌“出海”，充分衔接国际国内消费需求。

多样化发展服务性消费。增加养
老育幼服务消费，增加政府公共支出，
建设居家社区、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
服务体系，增加普惠托育供给，发展集
中管理运营的社区托育服务。推动家
政服务体制扩容，推进家政进社区，鼓
励发展高端家政服务，构建24小时全生
活链服务体系。

鼓励倡导绿色低碳消费。对绿色
消费市场的监督管理进行提质，严厉打
击假冒伪劣绿色产品，为绿色消费提供
一个有序、开放、规范的市场。引导企
业树立绿色发展理念，设立绿色产业发
展转向资金，创新培育绿色产品、绿色
服务。倡导城乡居民实行节约集约的
绿色生活方式，加大绿色产品消费补
贴，推进绿色社区建设，完善城市公共
交通系统与生态廊道系统，加快构建废
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

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培育新
型消费。提高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
的应用广度和深度，推动消费场景数字
化。提升新兴数字产业水平，持续推进数
字产业化，深化产业链上下游的数字化应
用，赋能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和中小企业
智能化发展，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
化融合发展，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
合发展，重塑消费场景，推动消费场景数
字化，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提升居民
消费体验。（作者系郑州财经学院商学院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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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动消费恢复
助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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