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汽车以旧换新成效如何？消费市场运行怎样？
商务部回应近期经贸热点

04 2024年8月23日 星期五 责编仲伟 版式詹红霞 校对毛凌波 要闻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成效怎么
样？消费市场运行态势怎么看？我国对
外投资合作情况如何？商务部22日举行
例行新闻发布会回应近期经贸热点。

汽车报废更新补贴申请量快速增长

4月底，商务部、财政部等7部门印
发《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对汽
车报废更新给予直达消费者的补贴支
持。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相
关政策实施3个多月来，成效逐步显现，
特别是近两个月以来，补贴申请量快速
增长。

截至22日中午，商务部汽车以旧换
新信息平台已收到汽车报废更新补贴申
请超过68万份，近一个月以来新增补贴
申请约34万份。汽车报废更新政策带动
报废汽车回收量迅猛增长。1至7月，全
国报废汽车回收350.9万辆，同比增长
37.4%，其中5月、6月、7月同比分别增长
55.6%、72.9%和93.7%。

近期，为进一步扩大政策效果，顺应
各方呼吁，党中央、国务院安排超长期特
别国债资金加力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
何亚东说，在开展汽车报废更新的同时，

商务部还将指导各地用好用足中央加力
支持资金，合理制定出台汽车置换更新
补贴政策，持续扩大汽车以旧换新政策
成效。

消费市场总体将延续回升向好态势

“传统消费稳步扩大，新型消费快
速发展，服务消费扩容提质。”何亚东
说，今年以来，消费市场总体呈现平稳
增长态势。

具体来看，7月份社零总额约3.78万
亿元，同比增长2.7%，增速较6月份加快
0.7个百分点。其中，商品零售额同比增
长2.7%，增速较6月份加快1.2个百分
点。主要商品类别中，超六成商品零售
额同比增速较6月份有所加快。

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蓬勃
发展，新能源汽车、智能家居、国货“潮
品”销售快速增长。7月份，新能源汽车
零 售 量 同 比 增 长 36.9% ，渗 透 率 达
51.1%。限额以上单位体育娱乐用品类、
通讯器材类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10.7%
和12.7%。

旅游、文娱等服务消费持续活跃。1
至7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7.2%，增速

比商品零售额快4.1个百分点，其中餐饮
收入增长7.1%，交通出行服务类、通讯信
息服务类零售额保持两位数增长。

“总的来看，随着加力支持消费品以
旧换新、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等政
策措施加快落实落地，各类促消费活动
持续深入开展，预计消费市场总体将延
续回升向好态势。”何亚东说。

前7个月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
接投资同比增长16.2%

何亚东还介绍了我国对外投资合作
情况。1至7月，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
投资835.5亿美元，同比增长16.2%。其
中，我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非
金融类直接投资179.4亿美元，同比增长
7.7%。

同期，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862.8亿美元，同比增长6.6%；新签合同
额1339.5亿美元，同比增长25%。其中，
我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承包工
程完成营业额698.8亿美元，同比增长
5.2%；新签合同额1101.1亿美元，同比增
长22.3%。

（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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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区域教
育资源配置，建立同人口变化相协调的
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机制。”这一部
署对于促进教育公平、增强基本公共
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有效应对人口
发展趋势、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加深
理解。

第一，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建立
同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
供给机制，是解决我国教育发展不平衡
问题、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客观需要。
受自然历史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限
制，我国中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整体办
学条件和质量相对滞后。党的十八大以
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中西部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教
育发展力度切实加大，中央财政教育转
移支付资金80%以上用于中西部省份，
累计改造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

10.8万所，实现20多万建档立卡辍学学
生动态清零，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了历史性贡
献。迈上新征程，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的实施对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提出
了更高要求。2023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构建优质
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意见》
明确提出，到2027年，优质均衡的基本
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初步建立，均等化水
平明显提高；到2035年，基本公共教育
服务总体水平步入世界前列。要实现
这一目标，必须进一步优化区域教育资
源配置，加大对中西部困难地区的支持
力度，推进基本公共教育服务覆盖全
民、优质均衡。

第二，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建立
同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
供给机制，是适应人口变化形势、服务支
撑人口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人口是教
育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当前，我国人
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

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2016年出生人口
出现波峰达到1883万人，从2017年起持
续走低，2023年出生人口下降到902万
人。出生人口数量的下降迫切要求推动
人口高质量发展，实现由人口红利到人
才红利的转变。同时，我国城镇化水平
大幅提升，2023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
到66.16%，人口持续从农村迁移至城市，
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我国教
育学龄人口的总体规模和区域分布持续
发生重大变化。教育强国建设是人口高
质量发展的战略工程。到2035年建成教
育强国，必须深入研判人口规模结构变
化对教育提出的新挑战新要求，不断优
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形成与人口分布
相匹配、相适应的教育资源布局，提高教
育资源使用效益效能，增强教育体系的
服务能力，让每个学生都能享受到更好
的教育，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
现代化。

第三，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建立
同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

供给机制，需要找准推进工作的着力点
和落脚点。要坚持规划引领，将教育纳
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国家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
规划，落实教育优先发展，强化教育资源
的投入和前瞻性配置。完善中央财政教
育转移支付制度，确保有效满足欠发达
地区教育需求，补齐教育发展短板。完
善教育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机制，充
分发挥教育数字化对教育资源有效配
置、高效配置的作用，进一步推动优质教
育资源向欠发达地区供给和输入。优化
城乡学校布局，推动城镇学校扩容增位，
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加强寄宿
制学校建设，推进师资配备均衡化，加快
城乡教育一体化。推进教育关爱制度
化，加大对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群
体的教育保障力度，健全农业转移人口
随迁子女入学保障政策，以公办学校为
主将随迁子女纳入流入地义务教育保障
范围，确保不同群体适龄儿童平等接受
义务教育。

怎样理解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
建立同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机制

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食品药品
安全关系人民群众直接、现实的利益。8
月22日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
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开始
施行。在此之际，最高法介绍了相关内
容起草思路与主要内容。

在内容上，《解释》分19条，对保护
普通消费者维权、退款和返还食品药品、
代购人责任、小作坊责任、标签说明书瑕

疵认定、惩罚性赔偿责任竞合、生产经营
假药劣药责任、惩罚性赔偿金基数认定、
规制连续购买索赔和反复索赔、惩治违
法索赔等作出规定。

消费案虽“小”，牵系大民生。据最
高人民法院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解释》
起草的基本思路是正确处理以下四个关
系：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与促进经济社
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关系、保护维权行为
和惩治违法索赔的关系、统一规则与依

法裁量的关系、民事保护与行政监管和
刑事打击的关系。

具体体现在贯彻“过罚相当”原则，规
范高额索赔行为；充分保护消费者维权行
为同时依法惩治违法索赔，维护正常生产
经营秩序；以生活消费需要为支持购买者
惩罚性赔偿请求的条件，明确根据具体情
况判断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并就线
索移送、司法建议等民事审判与行政监
管、刑事打击的衔接机制作出规定。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

一些地方生态环境保护
责任落实不够有力

据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生态
环境部22日发布信息，第三轮第二批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20日至21
日分别向上海、浙江、江西、湖北、湖南、
重庆、云南等7省（市）反馈督察情况，
指出一些地方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落实
不够有力。

督察强调，要指导督促被督察省份
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后续工作中持续加
强调度督促，对发现的问题紧盯到底，
推动地方切实整改到位、取得实效。

税收数据显示：

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以旧换新政策红利逐步释放

今年3月，我国出台了推动大规模
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
案。记者22日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
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4月至 7
月，全国企业设备更新稳步推进、消费
品以旧换新政策效果显现，政策红利
逐步释放。

数据显示，4月至7月，全国企业采
购机械设备类金额同比增长6.4%。工
业企业设备更新增速提升，4月至7月，
工业企业采购机械设备类金额同比增长
5.3%，较3月份提高6.4个百分点。此
外，交通、教育、文体娱乐行业设备更新
进度较前期加快。7月份，交通、教育、
文体娱乐行业采购机械设备类金额同比
分别增长14.8%、5.1%和12.3%，设备更
新速度较前期明显提速。4月至7月，新
能源汽车销量同比增长34.8%，较3月
份提高7.3个百分点。 据新华社

最高法发布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司法解释
贯彻“过罚相当”原则，规范高额索赔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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