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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电费的“待机能耗”，你了解吗
本报记者 王金虎

本版编辑 孟 飞 李 苑 美 编 高 妍

抗旱当做长远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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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

财政政策着力扩投资促消费
本报记者 曾金华

□ 与电器在使用中产生的有效能耗不同，待机能耗是一种不易被发现的

“隐藏的浪费”，对社会用电造成严重损耗。

□ 在当前电力供需形势偏紧的情况下，减少电能损耗，有利于减少煤炭消

耗，降低基础负荷，缓解用电高峰期的负荷压力。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家中无人、电器

全关，却仍收到用电缴费提醒，究竟是谁在

“偷吃电”？其实家里的电器即使没有使用，电

表可能仍然在走。比如，今年夏天全国各地高

温，空调用电成为主力，多数家庭的空调几乎

全天待机，这个不起眼的待机习惯，会每月走

掉好几千瓦时电。

专家介绍，空调、路由器、电视机、机顶

盒等家用电器，即使不使用，只要不拔下插头

就依然会耗电，这被称作待机能耗。与电器在

使用中产生的有效能耗不同，待机能耗是一种

不易被发现的“隐藏的浪费”。

在山东济南，记者随机走访了十余户家

庭，发现待机能耗浪费现象较为普遍。比如，

年轻人的平板、电脑和手机充电器几乎都处于

全年插电状态；虽然家中有电视，但是看的次

数却并不多，电视、机顶盒长时间待机；有些

可以用手机控制的智能家电都是 24 小时运行，

即便人不在家也不会关掉。

独居的宋磊告诉记者，他家很多电器都是

智能电器，每天下班前都会用手机打开热水

器，回到家就可以洗个热水澡，家中煤气灶也

可以连接手机，可以自动提醒和断掉燃气。被

问到对自家电器待机能耗量了解多少时，小宋

却表示不太清楚。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潍坊供电公司客户经

理李恺告诉记者，目前很多家庭都用上了智能

家电，但是大多数家庭都不会留意待机状态下

的电力消耗。他为记者算了一笔账，以机顶盒

为例，正常工作时的功率为 15.48 瓦，待机时

的功率为 15.2 瓦左右，也就是说，机顶盒待机

和正常运转所耗电量相差无几，若一天待机 15

个小时，约消耗 0.2 千瓦时电。他建议分季节

和频次把不常用的电器插销拔掉，减少电能损

耗。下一步，他们将通过加大智能电表的安装

和推广，提升电费计量的精准度。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潍坊供电公司客户服

务中心副主任陈晓东介绍，空调待机功率为 1.1

瓦左右，台式电脑待机功率为 3.5 瓦左右，电饭

煲待机功率为2.5瓦左右，油烟机待机功率为2.2瓦

左右。按照家庭常见的电器进行计算，一户家

庭平均每天的待机能耗约 0.86 千瓦时电。如果

将一直运行却未使用的电热水器等大能耗电器

加入，一户家庭每日浪费的能耗可达到 1.5 千瓦

时电。综合来看，即便按照每户日待机能耗 0.2千

瓦时电计算，一个 500 万人口的中小型城市（按

190 万户家庭计），全年待机能耗近 1.39 亿千瓦

时电。

如今，不少公共建筑空调温度设置较低，会

议室、大型办公区等无人状态下空调常开等现

象普遍存在。山东建筑大学研究员田崇翼表

示，我国建筑能耗在全国能源消耗中占比超过

20% ，其 中 公 共 建 筑 能 耗 占 全 部 建 筑 能 耗 的

40%。在当前电力供需形势偏紧的情况下，减少

电能损耗，有利于减少煤炭消耗，降低基础负

荷，缓解用电高峰期的负荷压力。“节约用电”不

能只是一句口号，更需要我们用实际行动践行。

南京南瑞信息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师吕

辉表示，随着我国农村生活质量有效改善，电

气化生活方式普遍提升。因此，也要高度重视

在农村广泛宣传节能知识，推广安全、高效用

电设备等。

山东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副院长杨明认为，

在提高全社会节能观念和意识的同时，更要加

快节能方面的技术开发和推广，针对工厂企

业、写字楼、家庭等不同场景，总结一系列可

复制推广的有效节能降耗措施，并形成相关技

术标准。

面对需求不足问题，宏观政策如何发力

备受关注。今年 7 月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要求宏观政策要在扩大需求上积极作为。

在 财 政 政 策 方 面 ， 今 年 以 来 ， 专 项 债

券、大规模留抵退税等政策工具发挥出重要

作用。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连续部署充分

释放政策效能，加快扩大有效需求，促投资

带消费增就业。

用好专项债务限额

8 月 31 日 召 开 的 国 务 院 常 务 会 议 强 调 ，

“当前处于经济恢复紧要关口，加快释放政策

效能至关重要”。

“中央政治局会议和近期的国务院常务会

议均部署了加大财政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稳

定总需求的相关举措，包括充分使用专项债

结存限额、拉动基建、刺激消费等。”粤开证

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认为，

从宏观形势看，一系列部署主要用意在于促

进需求尽快恢复，稳定经济大盘，促进就业

稳定。

专项债券在拉动有效投资、稳定宏观经

济运行中具有重要作用。统计显示，截至 8 月

底，已累计发行专项债券 3.52 万亿元，用于项

目建设的额度已基本发行完毕，比以往年度

大大提前。同时，将新型基础设施、新能源

项目纳入专项债券重点支持范围，更好发挥

专项债券带动扩大有效投资的作用。

专项债券拉动投资效果明显。今年前 7 个

月 ， 各 地 已 安 排 超 过 2500 亿 元 专 项 债 券 资

金，用作铁路、收费公路、干线机场等重大

项目，积极发挥了政府投资“四两拨千斤”

的撬动作用。

8 月 24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依法用

好 5000 多亿元专项债地方结存限额，10 月底

前发行完毕。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

所所长李旭红认为，当前我国投资需求潜力

较大，专项债作为一项积极的财政政策将发

挥投资引导带动作用，有效调动社会投资的

积极性。“下半年，地方政府应依法盘活地方

专项债限额空间，继续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投

资 ， 并 发 挥 政 府 投 资 扩 大 再 生 产 的 乘 数 效

应，拓展新的投资空间。”李旭红说。

“今年受房地产市场影响，土地出让收入

也受到冲击，总体财政压力大于往年，用好

专项债限额能够适当缓解部分地区财政压力

以及推动基建。但需要注意的是，专项债的

限额与余额之差的地域分布不太均衡，要发

挥 出 作 用 ， 需 在 项 目 储 备 、 筛 选 上 下 足 功

夫。”罗志恒表示。

推动企业扩大投资

虽然近年来疫情对市场影响不小，浙江

新劲空调设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仍然开足马

力生产，产品持续热销。公司负责人范爱松

介绍，通过数字化改造，企业实现了全流程

产品生产监管，在市场上打开一片

新天地。

企业全力开展科技研发和投资

的背后，税收优惠政策红利功不可

没。“仅今年，公司就收到了留抵

退税及出口退税 300 余万元，为企

业扩大规模提供了有力支撑。”范

爱松表示，公司将这笔资金用于引

进新能源全自动阀类生产线，努力打

造业内领先的新能源汽车空调总成生

产企业。

今年以来，我国实施大规模增值税留抵

退税政策等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切实

帮助企业纾困解难。统计显示，截至 8 月 31

日，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

超 3.3 万亿元。其中，4 月 1 日大规模增值税留

抵退税政策实施至 8 月 31 日，已有 20490 亿元

退税款退到纳税人账户上，再加上一季度继

续实施此前出台的留抵退税老政策的 1233 亿

元，已累计有 21723 亿元退税款退到纳税人账

户上。

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等政策在有效引

导社会预期，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助力稳定

宏观经济大盘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给

企业送去“真金白银”，让企业投资动力更

足。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二季度，办理留

抵 退 税 的 制 造 业 企 业 设 备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11.9%，增幅比无退税企业高 9.5 个百分点。

李旭红分析，一系列组合式税费支持政

策类型多、规模大、覆盖面广，有效发挥了

逆周期调节的作用，增加企业现金流，有利

于打通企业资金堵点，刺激企业投资需求，

增强市场主体投资预期。

除了增值税留抵退税，今年的组合式税

费支持政策还包括将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

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至 100%，对小规模纳税

人 阶 段 性 免 征 增 值 税 ， 延 续 实 施 扶 持 制 造

业 、 小 微 企 业 和 个 体 工 商 户 的 减 税 降 费 政

策，阶段性缓缴社保费加力扩围等，预计全

年退税减税约 2.64 万亿元。

近日，财政部发布 《2022 年上半年中国

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在展望下半年财政

政策时明确提出继续实施好各项组合式税费

支持政策，持续释放政策红利。

“下一阶段，税费支持政策将进一步提高

支 持 的 精 准 度 ， 持 续 助 力 市 场 主 体 纾 困 发

展 ， 对 企 业 扩 大 投 资 的 带 动 效 应 将 更 为 明

显。”李旭红说。

增强居民消费动力

4 月份 50 万元，5 月份 80 万元，6 月份 96

万元，7 月份 110 万元⋯⋯近几个月来，“百年

老 店 ” 河 南 洛 阳 东 华 大 酒 楼 的 营 业 额 逐 步

提高。

“今年我们享受到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两

项减免，以及增值税加计抵减等一系列税费

优惠政策，有效减轻了经营压力，进而开展

充值送套餐、进店消费送现金券等各项优惠

活动，激发了消费者的热情，经营状况明显

回暖。”酒楼副总经理谷刚说。

实施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一方面推动

企业纾困发展，另一方面促进居民消费。国

家税务总局统计表明，截至 7 月 20 日，零售、

餐饮、旅游、交通运输等受疫情影响较大的

困难行业新增减税降费和退税缓税缓费 5428

亿元。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6 月份批发零售

业、住宿餐饮业、交通运输业销售收入分别

比 5 月份提高 7.5 个、19.1 个和 5.8 个百分点。

同时，税收政策还大力支持稳定增加汽

车等大宗消费，助推内需潜力释放。5 月底，

国 务 院 明 确 ， 阶 段 性 减 征 部 分 乘 用 车 购 置

税，对购置日期在 2022 年 6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内且单车价格不超过 30 万元的 2.0 升及

以下排量乘用车，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提

振汽车消费，这一政策预计减税 600 亿元。

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同样

吸引消费者目光，激发新能源汽车消费潜力。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今年 1 月至 7 月，

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 406.8 亿元，同比

增长 108.5%，其中 7 月份免征车购税 71.7 亿

元，同比增长 119.1%。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

据显示，今年 1 月至 7 月，新能源汽车销量达

到 319.4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

8 月 18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延续实

施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至 2023 年

底。这是自 2014 年我国首次实施免征新能源

汽车车购税政策后第三次延续实施该政策，

预计新增免税 1000 亿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我们公司新能源

汽车销售收入累计增长超 4000 万元，同比增

幅近 120%，税收优惠政策延续执行给市场注

入新动力。”四川遂宁市恒思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负责人李雪梅介绍，部分热销款新能源车

甚至出现了预购等待交付的情况，仅 8 月上旬

就已经被预订了 100 多台，9 月汽车市场传统

黄金消费季的销量预计保持快速增长。

“下一步，应继续做好促投资、促消费财

政政策落实落细的工作，形成多元财政政策

的合力。加强财政与货币政策联动，支持政

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落地，弥补当前投资、

消费需求不足，实现扩大有效投资、带动就

业、促进消费的综合效应。”李旭红说。

今年长江流域高温少

雨，部分地区出现干旱灾

害。过去是旱区抗旱，现

在常常出现“雨季抗旱”

“ 丰 水 区 抗 旱 ” 的 现 象 。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极端

天气事件频发，天气反常

性、不可预见性远远超出

了以往的认识。对此，我

们要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

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

以 应 对 难 以 预 测 的 气 象

灾害。

抗旱当做长远计。地

方管理者应改变抗旱“扛

一扛就过去”的观念，进

一步加强对干旱的科学研

究和抗旱工程的持续性建

设，不仅要打赢抗旱这场

硬仗，更要善于从抗大旱

中学习和总结，以“吃一

堑、长一智”的心态，以

“等不得、慢不得”的紧

迫感，改善、提升农村农

田基础设施，把打基础、

利长远的工作做扎实、做

到位。

一方面，建设和维护

水利基础设施。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对水利设

施的投资力度，水利设施体系进一步完善。但由

于多方面原因，小微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存在困

难。遇到气象灾害，还无法充分担负起农田水利

保障的重任。因此，还应建设并维护好农田水利

设施“最后一公里”，通过市场化等手段提高小

微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效果。同时，充分启动和

利用各类抗旱水利设施，抢抓时机开展人工增

雨，抓紧缓解旱情。

另一方面，将每一立方米水用在“刀刃”

上。其实，农村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主要集中在灌

区末端、丘陵岗地和“望天田”，越是这种地

区，越要查水情、算好水账，做好水的调度和管

理。比如，人和作物每日需要多少水，山塘里还

剩多少水，能供使用多久，可以从哪里开辟新水

源。针对不同的旱情，各地各部门要有相应的应

急保供水方案，要告别粗放式管理，做到精细化

服务，关键是要做到“一村一策、一库一策”。

实践证明，科学抗旱是抗长旱、抗久旱的重

要利器，唯有尊重科学规律、采取科学方法，才

能有效抗旱。连日来，人工影响天气火箭、“新

舟”60 增雨机、“龙吸水”抢险车、节水灌溉技

术等多项科技创新成果陆续投入抗旱，在缓解旱

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科学抗旱，还要在统筹上做足功夫。气象

部门及时预警、水利部门精细调度、农业农村

部门多措并举，加强雨情、水情、墒情信息监

测和旱情信息统计，加强江河湖库水量综合调

配、湖库闸站联合调度，加强协同联动，做好

科学规划，优化配置相关应急资源和力量，在

高效协同中形成抗旱工作合力。及时摸清旱情

信息，才能打好施策“组合拳”，全面提升抗旱

减灾应急能力。

全力抗旱，没有人是旁观者。无论是蓄水保

水还是调水借水，虽然抗旱的主阵地在农业和农

村，但资源调配、组织动员很多工作要在城市完

成，节约用水、节约用电，更是每个人的举手之

劳。每个人、每个家庭都应尽份心、出份力，增

强抗旱“主人翁”意识，确保水和电为抗旱发挥

出最大效益。共同意识促成共同行动，把个人点

滴举动汇聚成全社会之力，同样是为抗旱工作加

了把劲。

近日，江西横峰县岑阳镇岑港村制种水稻迎来收割季，村民抢抓农时收割制种水稻。近年来，

横峰县采取“党支部+公司+村集体+农户”的发展模式，大力发展水稻制种产业，全县 3.05 万亩制种

水稻喜获丰收。 薛 南摄（中经视觉）

近期中央反复强调，充分释放

政策效能，加快扩大有效需求。当

前国内有效需求情况怎样？如何综

合施策扩大有效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