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 4 月 16日 星期三9 数 据

□ 李 瞳

数据来源数据来源 京东消费及产业发展研究院京东消费及产业发展研究院 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林林 蔚蔚

“ 国 补 ”激 发 消 费 新 需 求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提振消费专

项行动。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 3000 亿元支持消费

品以旧换新。与去年相比，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

旧换新的额度进一步增长，补贴也扩围至消费电子

等领域，“国补”政策正在加快激活消费这池“春水”。

从保障层面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明确提出，用好

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地方加力扩围实施消费

品以旧换新。从“国补”范围看，手机、平板电脑、智

能手表（手环）3 类数码产品首次被纳入，且购买新

机即可享受补贴。诚意十足的政策红包，既是惠民

之举，也是提振消费的务实举措。

在政策的指引下，支付环节的优化成为激活消

费潜力的关键。当前，各大消费平台、金融机构迅

速响应号召，通过创新支付方式、“国补”叠加分期

等金融优惠新方式，让日常消费变得更加便捷。同

时，金融工具的引入进一步放大了政策效应，政策

红利正加快转化为惠及消费者的“真金白银”。

从消费端看，在“国补”政策的推动下，消费者

的购物热情持续提升，家电、手机、平板电脑等产品

持续热销。“国补”政策能够有效拉动消费，并在一

定程度上推动产业升级。但是，要想发挥长期作

用，还需要更精细化的政策设计、更严格的执行监

管，并进一步优化消费者体验，这样才能更大程度

激发消费热情。

在全力提振消费、激发市场活力的大背景下，

只有让更多人能消费、愿消费、敢消费，国民经济才

能形成良性循环。而“国补”政策对满足民众高品

质生活需求、释放消费潜力、带动产业升级、畅通经

济循环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