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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参观者在天津市西青区参观“天津号”纯太阳能车。

该车是一款完全依靠纯太阳能驱动、不使用任何化石燃料和外部

电源的智能网联汽车。据悉，“天津号”在近日举办的第六届世界

智能大会亮相后，开启了在中国内地巡展的新旅途。

中新社记者 佟 郁摄

■中国城市报记者 邢 灿

支持新能源汽车购买使
用、活跃二手车市场、促进汽车
更新消费……日前，商务部等17
部门印发《关于搞活汽车流通
扩大汽车消费若干措施的通
知》（以下简称《若干措施》），提
出了6个方面、12条政策措施。

《若干措施》提到支持新能
源汽车购买使用。各地区不得
设定本地新能源汽车车型备案
目录等要求。研究免征新能源
汽车车辆购置税政策到期后延
期问题。深入开展新能源汽车
下乡活动，促进农村地区新能
源汽车消费使用。加快推进充
电设施建设，提高充电使用便
利性。引导充电桩运营企业适
当下调充电服务费，降低车辆
使用成本。

中国城市报记者梳理发
现，5月份以来，全国多地出台
政策支持新能源汽车消费，有
城市补贴额度可达2万元。受
访专家表示，在政策方向与国
家层面保持一致的前提下，地
方在具体推进政策落实落细过
程中要有自己的增量措施，因
地制宜、各有侧重。

多城“真金白银”发补贴

在国家层面频频出台促进
汽车消费政策的背景下，近段
时间各地对新能源汽车也加大
了支持力度。例如，北京市对
年底前符合条件“以旧换新”购
买新能源车的给予最高不超过
1万元/辆补贴；上海市年底前
报废或转出名下在市内注册登
记且符合相关标准的小客车，
并在符合相关条件的汽车销售
机构购买纯电动汽车的，可获1
万元/辆补贴；深圳市新增投放
2万个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中
签者如购置新能源汽车，可获

最高不超过2万元/辆补贴。
除一线城市外，省会城市

也纷纷出台新能源车购置补贴
政策。在山东省济南市，消费者
可领取面值3000元至6000元
不等的新能源乘用车（二手车除
外）消费券。如果是以报废旧车
购置新车（二手车除外）的，可再
增加申请1000元。在吉林省长
春市，消费者购车发票金额在
20万元以上的，新能源车消费券
补贴标准可达7000元。在湖北
省武汉市，消费者购买并上牌符
合条件的新能源汽车可享受
3000元购车大礼包；6月至12
月期间，报废旧车并购买新能源
汽车，可享受8000元/辆补贴。

与此同时，部分地级市拿
出“真金白银”，推出新能源车
购置补贴政策。例如，江苏省
无锡市消费者通过消费券购买
符合一定条件的纯电动新能源
乘用车，可享受不低于 3000
元/辆补贴；江苏省常州市消费
者新购并上牌新能源车，可享
受最高不超过1万元/辆补贴；
广东省中山市消费者出售或报
废旧汽车并购入新能源汽车，
可享受最高1.3万元/辆补贴。

此轮补贴政策有何特点

事实上，我国在2009年到
2010年、2015年到2017年曾
实施过两轮汽车购置优惠政
策。相比此前，此次汽车购置
补贴政策有怎样的特点？

——汽车市场发展阶段不
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
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
青分析，当前汽车市场已经进
入千人汽车拥有量从200辆到
400辆的中低速增长区间，增
换购需求占比大致达到总销量
的一半，市场进入增量和存量
需求共同驱动阶段，购车目的
日益转向解决“好不好”。

——政策实施主体不同。
“此前优惠政策是国家层面制
定实施，本轮政策除国家层面
外，已有20多个省市出台相关
促销政策，涉及增加牌照指标、
购车补贴、以旧换新、消费券等
形式，优惠金额从数千元到数
万元不等，与国家优惠形成合
力。”王青说。

——政策优惠覆盖面不
同。在王青看来，前两轮主要
以排量为标准，优惠仅覆盖到
1.6 升及以下的中低排量车
型。本轮政策同时以排量和价
格为标准、以车价为标准，优惠
范围延伸覆盖到了2.0升及30
万元以下车型，兼顾到了消费
升级和增换购需求。

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
翔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
时介绍，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
业,汽车行业可以带动制造、零
部件、物流、能源等众多产业发
展。而随着市场份额的快速增
长，新能源车有望成为支撑汽车
行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和新的
市场增长点。地方此轮包括新
能源车购置补贴政策很有必要，
将有效刺激汽车消费新需求。

“新能源汽车消费或迎来
暴发式增长。”全国乘用车市场
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在接
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各地促进新能源汽车消费的政
策将有效促进新能源汽车市场
发展，激发消费者购买新能源
汽车的热情，同时相应的补贴政
策也易形成限时抢购的热潮。

政策如何实现因地制宜

政策能否落实到位、显出
实效，关键是要把握好政策的
适配性、时效性和支持力度。
张翔建议，各城市出台新能源
汽车地方补贴政策，应考虑自

身财政实力、当地新能源汽车
产业发展状况以及当地交通拥
堵情况。

例如在四五线城市，当地
财政支持补贴的能力有限，不
宜进行大规模的补贴，否则容
易增加地方财政负担；又如在
一二线城市，如果当地交通拥
挤程度较高，应侧重在换购、以
旧换新方面发力。

王青认为，不同城市刺激
汽车消费时要找准不同的发
力点，限购城市主要侧重释放
被抑制的汽车需求，增加牌照
配额指标或跨期调整牌照数
量发放结构；非限购城市则重
点通过新能源汽车补贴的政
策拉动新车发展，同时刺激传
统车消费；对于汽车保有量较
大的城市，要通过促进汽车更
新，在推动存量结构调整的同
时，拉动新车销售。

是否会“寅吃卯粮”

崔东树认为，本轮政策主
要还是拉动换购需求，由于前
一段时间车市较为低迷，导致

消费换购受到影响。但从目前
的情况来看，“寅吃卯粮”现象
应该不会发生。

不过也有专家有不同观
点。王青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
者采访时提醒，要避免出现“寅
吃卯粮”、市场透支现象。客观
来看，前两轮特别是第二轮汽
车促消费政策，在实施过程中
出现了明显的市场透支效应，
这不利于汽车市场和汽车消费
中长期平稳运行。

王青介绍，2009年，相关
部门曾推出1.6L汽车购置税减
半的优惠政策，2012年还推出
过以旧换新和汽车下乡等刺激
汽车消费的政策。其中，2009
年的刺激政策促使中国汽车市
场规模在2010年达到顶峰，成
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随着
优惠政策退出，2011年中国车
市销量增速大幅回落到2.5%。

王青认为，要弱化政策带
来的透支效应，主要在于如何
在刺激增量和优化存量之间平
衡协调发力，实现以增量促进
存量调整、以存量优化带动增
量扩张。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第二轮第六批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已于近日完成
督察反馈。在近日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举行的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进展成效发布会
上，生态环境部副部长翟青介
绍了相关情况。

中国城市报记者了解到，
从2015年底中央生态环保督
察开始试点，到 2018 年完成
第一轮督察，并对20个省（区）
开展“回头看”；从 2019 年启
动第二轮督察，到今年上半

年，分六批完成了对全国31个
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2个部门和6家中央企业
的督察。

翟青通报了一组数字：截
至目前，第一轮督察和“回头
看”整改方案中明确的 3294
项整改任务，现在总体完成率
达到95%；第二轮前三批整改
方案明确的1227项整改任务，
半数已经完成；第四、五、六批
督察整改正在积极有序推进。

为什么有一些问题地方
发现不了，而督察进驻一个月
就能发现？对此，翟青表示，

要瞄准方向。在督察中，会根
据具体的情况来研究确定督
察需要关注的重点和查找问
题的方向。要从宏观上进行
最基本的判断，重点问题应该
在哪些方向。比如，有些地方
要关注江河源头的保护情况，
有些地方要关注保护区的保
护情况，有些地方要关注黑土
地、森林保护情况。

“督察进驻一般只有一个
月，但是准备工作往往有几个
月甚至半年的时间。在进驻前
夕，督察人员从日常掌握情况
中梳理线索，广泛征求有关部

门、单位的意见。更重要的是，
督察人员要开展大范围的暗查
暗访，掌握大量第一手素材。”
翟青表示，督察中还注重运用
多种技术手段发现问题，充分
借助卫星遥感、无人机、无人
船、红外成像等技术装备，提高
督察组发现问题的能力。

此外，群众投诉举报也是
发现问题线索的“金矿”。督
察组进驻前就会从日常投诉
中梳理线索，进驻后专门受理
群众来信来电举报。每一批
督察、每个省份都能收到几千
件群众的举报，督察人员深入

分析，开展现场核实，从中发
现了大量突出的生态环境问
题线索。“在督察工作中，我们
始终把群众反映的问题作为
重点，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举报
受理、转办、核查、督办、回访
工作机制，从受理到转给地方
要进行核查，有些问题还要进
行督办，之后还要对办理情况
进行回访，督促当地将群众反
映的生态环境问题查处到位、
整改到位。”翟青表示，两轮督
察受理转办的群众生态环境
信访举报28.7万件，已完成整
改28.5万件。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取得显著成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取得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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