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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务院印发《推动大规
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
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

《行动方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财经委员会
第四次会议部署，统筹扩大内需和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市场
为主、政府引导，鼓励先进、淘汰落
后，标准引领、有序提升，实施设备
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回收循环
利用、标准提升四大行动，大力促

进先进设备生产应用，推动先进产
能比重持续提升，推动高质量耐用
消费品更多进入居民生活，畅通资
源循环利用链条，大幅提高国民经
济循环质量和水平。

《行动方案》提出，到2027年，
工业、农业、建筑、交通、教育、文
旅、医疗等领域设备投资规模较
2023年增长25%以上；重点行业主
要用能设备能效基本达到节能水
平，环保绩效达到A级水平的产能
比例大幅提升，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

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超过90%、
75%；报废汽车回收量较2023年增
加约一倍，二手车交易量较2023年
增长45%，废旧家电回收量较2023
年增长30%，再生材料在资源供给
中的占比进一步提升。

《行动方案》明确了5方面20
项重点任务。一是实施设备更新
行动。推进重点行业设备更新改
造，加快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领
域设备更新，支持交通运输设备
和老旧农业机械更新，提升教育
文旅医疗设备水平。二是实施消

费品以旧换新行动。开展汽车、家
电产品以旧换新，推动家装消费
品换新。三是实施回收循环利用
行动。完善废旧产品设备回收网
络，支持二手商品流通交易，有序
推进再制造和梯次利用，推动资
源高水平再生利用。四是实施标
准提升行动。加快完善能耗、排
放、技术标准，强化产品技术标准
提升，加强资源循环利用标准供
给，强化重点领域国内国际标准
衔接。五是强化政策保障。加大财
政政策支持力度，完善税收支持

政策，优化金融支持，加强要素保
障，强化创新支撑。其中，《行动方
案》提出，鼓励银行机构在依法合
规、风险可控前提下，适当降低乘
用车贷款首付比例，合理确定汽
车贷款期限、信贷额度。

《行动方案》要求，各地区、各
部门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下，完善工作机制，加强统筹协
调，做好政策解读，营造推动大规
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
良好社会氛围。

据新华社

这一轮更新换新有
何考量？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我
国推出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
费品以旧换新举措有哪些深
层次考虑？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大学
校长余淼杰说，推出这一举措
的目的在于扩大有效益的投
资，激发有潜能的消费，形成投
资和消费相互促进的良性循
环。消费是一切生产的最终目
的，是经济循环的终点，同时也
是新的起点。在国际循环存在
干扰的情况下，消费之于经济
回升的支撑作用更加突出。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3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增长7 . 2%，最终消费支出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2.5%。

“这一轮更新换新体现了
‘从存量中产生增量’的宏观
经济政策新思路。”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陈丽芬表示，当前我国
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
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
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
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不能简
单地扩张规模做增量，而是要
提升存量的质量效益，在提升
过程中产生增量。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能建董事长宋海良看来，更
新换新不仅是设备和消费品的
升级换代，更是一场系统的生产
力变革。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培
育新质生产力，要求大规模的设
备更新，而大规模的设备更新也
将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形成。

更新换新的市场需
求从何而来？

“消费变得低迷”“无力升级
基础设施”……近期，有海外媒体
质疑更新换新的市场动力。

那么，我国市场更新换新需
求是否迫切？空间有多大？从现实
来看，我国设备更新的需求很大。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栅洁在十
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的经
济主题记者会上说，2023年我国工
业、农业等重点领域设备投资规

模约4 . 9万亿元，随着高质量发展
深入推进，设备更新需求会不断
扩大，初步估算将是一个年规模5
万亿元以上的巨大市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
科工二院二部研究员魏明英
认为，我国工业设备存量大、
能耗比较高；智能制造设备需
进一步提高普及率；锅炉等重
点用能设备要大力提升先进
能效标准。随着技术进步，企
业在生产效率上的竞争日趋
白热化，在高端化、智能化、绿
色化、数字化等方面都存在主
动更新需求。

再来看消费品换新的
市场需求。郑栅洁介绍，2023
年底我国民用汽车保有量
达到3 . 3 6亿辆，冰箱、洗衣
机、空调等主要品类家电保
有量超过30亿台，汽车、家电
更新换代也能创造万亿元
规模的市场空间。

落地实施有哪些
着力点？

根据中央财经委员会
第四次会议“鼓励先进、淘
汰落后”的部署要求，受访
代表委员认为，这一轮更新
换新以先进标准为引领，将
推动工业面貌和消费潮流
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国产化方向转型升级。

高端化是工业由大向
强的必由之路。C919大飞机实现
商飞，首艘国产大型邮轮出海，
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占全球比重
超过60%……这些成就表明我
国在高端工业领域正由“跟跑”
向“并跑”“领跑”转变。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有色矿业
集团董事长奚正平说，借助这一轮
更新换新契机，我国工业有望向高
端化跃升，既要加快工业母机、高
端芯片、基础软硬件等设备的更新
升级，又要在新材料、新工艺、新方
法等方面形成突破，占领制高点。

当前人工智能成为新的生产
工具，以工业互联网为支撑的智
能化工厂正在铺开，工业加速智
能化。截至2023年底，我国工业互
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 . 3万亿元，
已全面融入49个国民经济大类。

据新华社

鼓励和引导经营主体
及消费者自主决策

根据《行动方案》，国家将有序
推动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
费品以旧换新，有序推进重点行业
设备、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领域设
备、交通运输设备和老旧农业机
械、教育医疗设备等更新改造，积
极开展汽车、家电等消费品以旧换
新，形成更新换代规模效应。

专家表示，实施新一轮大规
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有
利于进一步巩固和发挥投资对优
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持续推
动经济结构优化、产业转型升级，
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
院长么新表示，这次行动既是一个
惠民工程，同时也是实现高质量发
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一个非常关
键的措施。我国的生产工艺生产装
备面临绿色化、低碳化及产品质量
安全提升的要求，也面临智能化、数
字化、信息化升级的趋势。通过这样
的政策，能够让企业释放出自身对
生产链条的改造需求，这符合培育
新质生产力的政策目标和要求。

《行动方案》指出，要结合各
类设备和消费品更新换代差异化
需求，加大财税、金融等政策支
持，坚持市场为主、政府引导。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
究所融资室副主任李泽正表示，
这次行动特别提出要在市场需求
的基础上，鼓励和引导经营主体
和消费者自主决策，来参与整个
设备更新和消费品的以旧换新。

专家表示，新一轮大规模设备

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中，外资生
产制造企业也将受益。

么新说，这次行动不仅面向
国内企业，也面向国际的生产制
造企业，这样的措施也彰显了我
国不仅是全球大工厂，而且是全
球大市场。我们愿与世界各国的
企业共享中国改革发展和高质量
发展的红利。

本轮以旧换新
“新”在哪

对“以旧换新”这个词，居民
并不陌生，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我
国经历了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家
电以旧换新等行动。新一轮“以旧
换新”和以往有什么不同？

么新曾经参与过2009年汽
车、家电“以旧换新”政策的研究
和制定。他表示，新一轮大规模设
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在实施
领域、补贴标准等方面，都和以往
差别巨大。他说，这次不仅有老百
姓关注的家电、汽车，还有其他的
一些耐用消费品。在生产端还有
很多的工业装备，也纳入了这次
政策的实施范围。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3年，我
国汽车保有量是3 .4亿辆，冰箱、洗
衣机等主要品类的家电保有量超
过30亿台，更新换代的需求和潜力
很大。专家表示，在消费领域，上一
轮“以旧换新”活动属于大件耐用
品普及的阶段，而本轮则从解决

“有没有”升级为看重“好不好”。
么新表示，我们过往主要关注

产品的质量安全，还有一些节能、
能耗的指标，这次会把绿色低碳还
有智能化和信息化作为补贴的标

准或者对象。
专家表示，新一轮大规模设备

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有一个重
要特点，就是坚持标准引领，更好
发挥能耗、排放、技术等标准的牵
引作用。今年2月份，国家发改委等
部门印发了《重点用能产品设备能
效先进水平、节能水平和准入水平

（2024年版）》，将用能产品设备能
效水平划分为先进水平、节能水
平、准入水平三档。指导各地区和
相关企业实施产品设备更新改造，
鼓励更新改造后达到能效节能水
平，并力争达到能效先进水平。

“以旧换新”
重在建立循环体系

推动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需要产供销、
上下游、政企民、线上线下协同联
动、综合施策。专家表示，有关部门
正推动打通可能存在的堵点难点。

换了新的设备，旧的设备去
哪？新一轮“以旧换新”重点提及了
回收利用环节。《行动方案》指出，
要落实全面节约战略，抓紧建立健
全回收利用体系，促进废旧装备再
制造，提升资源循环利用水平。

李泽正建议，要加强“换新+回
收”物流体系和新模式发展，提升
废旧设备和消费品循环利用效率，
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鼓励“以旧换新”，补贴该发给
谁？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就提出，要坚持中央财政和地方
政府联动，统筹支持全链条各环
节，更多惠及消费者。专家表示，要
用好政策组合拳，优化消费品以
旧换新补贴的政策设计。据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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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旧换新”政策落地 跟以往有何不同
实施领域、补贴标准等差别巨大，以往解决“有没有”这轮看重“好不好”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强调，加快产品更新换代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要鼓励
引导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日前，国务院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以旧换新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有哪些亮点？来看专家的解读。

◆实施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回收循环利用、标准提升四大行动

◆到2027年，工业、农业、建筑、交通、教育、文旅、医疗等领域设备投资规模

较2023年增长25%以上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

超过90%、75%

◆报废汽车回收量较2023年增加约一倍，二手车交易量较2023年增长45%

◆废旧家电回收量较2023年增长30%

行动方案提出———

葛延伸阅读

近期，我国提出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
动方案，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作出进一步安排。实施大规模设
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主要基于怎样的考量？将如何助力扩
大内需？落地实施有哪些着力点？全国两会期间，就这一话题，记
者采访了多位代表委员和专家学者。

国务院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

推动高质量耐用消费品更多进入居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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