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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家电以旧换新等政策正式宣告结束，

新一轮促进消费政策已经开始酝酿。 在日前举

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商务部新闻发

言人沈丹阳表示，为进一步促进消费，该部门将

着力改善流通环境， 并会同其他部委出台新的

财政扶持政策， 要求各级政府将更多的财政支

出投入到惠及民生的公益性流通、 促进绿色环

保消费等领域。

★促消费政策真管用

“家电下乡和家电以旧换新政策帮我省了

不少钱。 ”日前，浙江省临海市消费者方女士对

记者说。 2011 年，方女士装修了家里的房子，通

过参加以旧换新活动， 购买了电热水器、 洗衣

机、电视机等家用电器，粗略一算，省了差不多

有两千元。“本来想再买一台电视机，可惜由于

年底太忙，没赶上‘以旧换新’的末班车，今年再

买就要多掏 400 元了。 不知道今年国家会不会

出台类似的促消费政策。 ”她略带遗憾地说。

像方女士这样受惠于家电、 汽车及摩托车

下乡、以旧换新等惠民政策的消费者还有很多。

据商务部监测，2011 年全国 3000 家重点零售企

业销售额同比增长 15.9%， 虽然增速比 2010 年

放缓 2.2 个百分点，但从历史数据看，仍处于较

快增长区间。 家用电器、通讯器材销售额同比分

别增长 12%和 11%，，分别比上年回落 6.1 和 2.6

个百分点。随着以旧换新等政策到期，2011年 10

月、11 月、12 月家电销售出现好转， 分别增长

14.1%、12.8%和 17.2%， 突破了去年第三季度个

位数增长的局面。 商务部数据还显示，2011年全

国家电下乡产品销售超过 1.03 亿台， 实现销售

额 2641亿元； 全国家电以旧换新共销售五大类

新家电 9248万台，拉动直接消费 3420亿元。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分析认为， 虽然

2011 年居民消费增速比 2010 年增速有一点儿

回落， 但是如果跟过去的 10 年相比，2011 年的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仍然比此前 10年的

平均值高了 2.1个百分点。这些成果的取得有多

方面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居民收入稳步增长，

这是基础性的因素； 第二个因素是社会保障体

系进一步完善； 第三个因素是一系列促进消费

的激励性政策的实施；第四个因素，则是通过搞

活流通促进了消费。

★刺激消费还需新招

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扩内需是今年经济的工作重点。 但从数据来看，

一些消费却已经出现了增长趋势减缓的势头。

在商务部监测的 3000 家重点零售企业中，2011

年金银珠宝销售增长额 37.4%， 比 2010 年加快

4.7个百分点。 但随着国际金价走低和物价总水

平回落，保值增值需求降低，金银珠宝需求增势

从 5 月份开始逐月走低，12 月金银珠宝销售额

增长 28.6%， 比 4 月份最高点回落 22.3 个百分

点。 去年家具销售额增长 9.9%，建筑及装潢材料

销售额增长 9.0%，五金电料销售额增长 9.7%，汽

车销售额增长 3%， 分别比上年回落 1.4、0.2、1.2

和 23.4个百分点。 另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

全国汽车销售 1850.51万辆， 同比上涨 2.5%，涨

幅比上年回落 29.9个百分点，为 13年来最低。

“前一阶段的消费促进政策确实对消费的

增长起了不小的作用， 但是也预支了不少消费

需求。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

对记者说：“消费需求是有一定周期的， 比如你

今年买了台电视机， 你肯定不会明年就将它淘

汰掉再去买新的，肯定要用上几年才会换。 由于

以旧换新的促消费政策鼓励不少消费者在这两

年换购了新家电， 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就没

有这部分消费需求。 ”

商务部研究院消费经济研究部副主任赵萍

也向媒体表示，家电、汽车及摩托车下乡、以旧

换新的本质是提前透支消费， 随着市场的相对

饱和，效果逐渐式微，即便不退出，也不会再起

到太好的效果。 因此，她认为今年促消费政策重

点将不会放在家电、汽车方面。 从目前的消费趋

势看，商品消费正在向服务消费升级，赵萍预计

今年在服务消费上会有新的具体政策出台。

★扶持节能环保消费

在今年初举行的全国商务工作会议上，商

务部部长陈德铭表示， 要完善促进居民消费的

政策，总结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的经验，及时研

究制定替代接续政策； 研究节能环保产品消费

扶持政策， 构建资源节约、 环境友好的消费模

式。

商务部研究院消费经济研究部副主任赵萍

认为，替代接续政策可能有两种：一是考虑对原

有的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政策接续延长有效时

期，比如考虑设立过渡期；二是研究相关产品的

替代政策， 主要方向是把商品类的促进消费政

策延伸到服务类，推出如养老、家政等服务类的

促进消费政策。 对于研究节能环保产品消费扶

持政策的提法， 赵萍认为， 这也可以说是具有

“十二五”特色的扩大消费政策。 赵萍说，“十二

五”期间，节能环保是大主题，促进消费也会落

实到该领域。 具体来看，可能涵盖的领域包括节

能产品、太阳能产品、新能源汽车等。

而在 1 月 18 日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

上，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就该部门正在研

究制定的促消费政策也进行了阐述。 沈丹阳透

露， 商务部正在跟相关部门研究制定一些新的

鼓励消费措施。 目前重点推动 3个方面工作，一

是继续完善城乡流通体系， 二是推动发展现代

流通方式，三是改善消费环境。

沈丹阳进一步指出，去年 12 月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了《关于加强鲜活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

的意见》，其中对加大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

流通组织化程度， 减少流通环节、 降低相关税

费、 加强信息监测和预警等方面都系统地制定

了政策。 今年商务部将会花比较大的精力来研

究贯彻落实这一重要政策， 尤其是要求各地严

格落实鲜活农产品的绿色通道政策等， 把交通

物流方面的费用降下来。

此外还要研究出台相关财政激励政策。 商

务部目前正在会同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

具体措施， 在财政支持政策上要求各级政府将

更多的财政支出投入到惠及民生的公益性流

通、促进绿色环保消费等领域。 沈丹阳举例说，

比如过去有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的政策，下一步

可以考虑对一些家庭用的太阳能产品的销售给

予一些财政激励。 （中消）

消费新政瞄上节能环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