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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铎印

近期以来，随着中央明确安排超长

期特别国债加力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

相关部门接连部署，发布了最新的汽车

和家电领域以旧换新实施细则。地方

上也在积极行动，湖南、广东、上海、江

苏、青海等地纷纷发布相关实施方案。

随着政策加力扩面，消费品以旧换新涉

及的万亿元级别市场将加速开启。

如今，以旧换新正加速走进百姓生

活，成为消费升级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

动力。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更加强烈，消费需求不断变化，消

费品存量更新换代需求不断提升。推

动新一轮消费品以旧换新，既利当前更

利长远。

目前，我国消费市场总体上正在由

“增量时代”进入“增量和存量并重时

代”，大量老旧消费品在客观上有更新

换代的需求，存量消费品以旧换新需求

不断提升。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提出，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

费品以旧换新。今年7月，国家发展改

革委、财政部印发《关于加力支持大规

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若干

措施》，提出统筹安排3000亿元左右超

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大力支持更新换

新。从大幅度扩大支持范围，新增老旧

电梯、家电家装等重点领域，到大幅度

提升补贴标准，加大重点领域更新换新

的补贴力度，一系列务实举措进一步增

强了广大居民消费意愿，消费潜力逐步

释放。

超大规模市场是我国的突出优势。

2023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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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是一个年规模5万亿元以上的巨大

市场。同时，截至2023年底，我国民用

汽车保有量达到3.36亿辆，冰箱、洗衣

机、空调等家电保有量超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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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

费品以旧换新，既能为消费升级注入强

劲动力，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

势；也有利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引导和支持企业加大科技创新和新产

品研发；还有利于促进先进产能比重持

续提升，并进一步促进消费、拉动投资、

增强经济活力，推动经济发展实现动力

变革。

让政策充分发挥促进作用，吸引

消费者积极参与，是对市场各方的重

要考验。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

还要通过政府支持、企业让利等多种

方式，推进回收循环利用行动，完善回

收网络规划布局，打造全产业链回收

平台，加快耐用消费品更新进程，让更

多高质量产品走进千家万户，提高居

民生活品质，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

消费一头连着宏观经济，一头连着

千家万户，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消

费品一新一旧之间，蕴含着扩大内需、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活力。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的决定》提出，“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

系”。我们要继续加强政策支持和引

导，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打通生产、回

收、利用等环节，撬动“以旧换新”万亿

元市场，充分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把我

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加速

释放出来，为消费升级添动力，为美好

生活添光彩，形成促经济、惠企业、利民

生的多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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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近日，有媒体在一些机关和企事业

单位调研中发现：有些单位热衷于装点

门面、大搞装修，新建设施使用率不高，

将大量资金花在“刀面上”，与中央提出

的“要习惯过紧日子”“严控一般性支

出”等要求不符，引发社会关注。

@《浙江日报》：近年来，各地兴建

楼堂馆所等行为普遍得到遏制，一些

地方转而将钱花在装修、扩建上，这

股向基层蔓延的“装修风”，暴露的是

一些地方在观念和行动上还没有适

应过“紧日子”的要求。刹住基层“装

修风”，踏踏实实过“紧日子”，须从观

念、制度、监管等多方面发力。

@《新京报》：客观说，一些公共设施

若老化到影响正常功能的使用，维修、

改造不是不能有，但还是得量力而行，

并确保花费支出的最小化，把有限的财

力真正用在刀刃上。装修、扩建之风的

兴起，表明一些地方还并没有真正从观

念和行动上彻底适应过“紧日子”的要

求。这也提醒，仍不可低估一些行政积

弊的顽固性，围绕政府过“紧日子”，还

得有更多针对性的制度保障。

@《南方日报》：政府过“紧日子”是

为了百姓过“好日子”。少开一个不该

开的会议、少上一个不该上的项目、少

花一分不该花的财政资金……唯有严

控会议、差旅、培训、论坛等支出，才能

把更多资金用在关键处，花在支持保就

业保民生保经营主体等要紧处，从而用

“紧日子”减法做实“好日子”加法。特

别强调的是，一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

日子虽然“紧”了，但苦干的劲头不能

减，实干的成绩不能少，要用常态化“紧

日子”为人民群众拼得更多“好日子”

“幸福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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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客

近日公布的2024版《中国国家铁路

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以下

简称“2024版《国铁集团客规》”），新增了

“无运输能力时，列车有权拒绝旅客补票

和继续乘车”规定。据介绍，这一规定可

防止列车严重超员引发的各类风险，保

障列车运行安全秩序和旅客乘车体验。

先买一张短程票，到站后不下车，再

补一张到达更远目的地的长程票，这是

不少旅客在第一时间买不到直达的长程

票时采取的曲线购票措施。此外，也有

一些旅客在乘车途中根据出行需求临时

延长车程。2024版《国铁集团客规》施行

后，旅客“买短乘长”不论是有意为之，还

是临时起意，都有可能在铁路运力不足

等情况下遭拒。

实际上，铁路企业酌情拒绝“买短乘

长”是一种契约选择。旅客购买了短程

票，旅客与铁路企业之间就形成了以出

发站点、终点站点、开车时间、座次、票价

等为主要内容的铁路客运合同关系，旅

客“买短乘长”涉及铁路客运合同中终点

站点、票价等内容的变更。旅客在“买

短”后，想要补“乘长”的票，需要与铁路

企业协商变更客运合同，而能否变更，则

取决于后者是否同意。

当铁路运力较充足、客运供需矛盾

不大时，铁路企业通常会满足旅客的“买

短乘长”需求。如此可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部分旅客的买票难题，给旅客提供出

行便利。然而，当铁路运力紧张、客运供

需矛盾较大时，尤其是在春运季、开学

季、旅游季等出行高峰时段，在一些繁忙

线路上，铁路运力可能无法承载一些旅

客的“买短乘长”需求。这种情况下，铁

路企业拒绝旅客补票和继续乘车，是根

据运力也即对客运合同的履约能力作出

的合理选择，契合意思自治原则。

如果铁路企业无条件满足旅客的

“买短乘长”需求，有可能导致列车超员

严重，进而影响列车安全运行；也可能导

致车厢拥挤，拉低旅客的乘车体验。此

前，有媒体报道过相关车次的列车因部

分旅客“买短乘长”导致正常购票的旅客

无法上车的现象，也暴露出“买短乘长”

与正常购票之间的矛盾。就此看来，铁

路企业在无运输能力时拒绝旅客“买短

乘长”，除了有保障列车安全运行、维护

列车安全秩序的考量，还有助于完成对

正常购票旅客的履约，有助于维护正常

购票旅客的合法权益。

“无运输能力时，列车有权拒绝旅客

补票和继续乘车”的新规定，本质上是对

契约规则的重申，有其合理性、必要性和

可行性。同时，铁路企业应进一步完善

“无运输能力”“严重超员”等情形的判定

标准和规则，向社会公布，并通过购票系

统的大数据信息和列车现场管理信息，

做好对旅客出行需求以及运力供需矛盾

的测算、评估、预判、管控，强化统筹调

度，动态发布运力保障信息和预警信息，

给旅客一个明确的乘车出行预期，引导

旅客合理规划出行方案。既做到在运力

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包容和满足旅客

的“买短乘长”等出行需求，又做到在运

力不足时保障旅客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公平合理地拒绝旅客“买短乘长”，尽量

赢得旅客的理解，减少矛盾和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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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安装，免费成噱头？

说是免费安装实际不免费、

高空费材料费“套娃”收费……

近日，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媒体反

映，自己本是高高兴兴换新家

电，却被安装费“刺中”，有的安

装费甚至高达商品本身价格的

四成。专家建议，随着以旧换新

政策的持续推进，家电企业应同

等重视安装等售后服务，努力为

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消费体验。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