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家电类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1件，空调可补贴3件，每件补贴不超
过2000元；数码类产品单价销售价格不超过6000元（含），每件补贴不超过500元。

♦ 补贴对象为个人消费者。收货地址须在四川省内，考虑消费者就近消费
习惯，对周边省份相邻四川的乡镇个人消费者不作限制。

♦ 2024年已享受某类家电产品以旧换新补贴的个人消费者，2025年购买同
类家电产品可继续享受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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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印发2025年家电以旧换新和数码产品购新补贴实施细则

家电类每件补贴不超过2000元
为推动全省开展家电以旧换新和

数码产品购新补贴，2月20日，四川省商
务厅等5部门正式印发《四川省2025年
家电以旧换新和数码产品购新补贴实
施细则》。

从实施时间来看，国家延续实施的8
大类家电补贴政策自2025年1月1日起
实施。其他扩围家电品类补贴政策（含
空调3台）从本文件印发之日起实施。数
码产品补贴政策自2025年1月20日起实
施。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时间段购买并
开具发票，以发票开具日期为准。补贴
资金采取限额管理、资格调控。补贴资金
使用完毕或政策期满即止。

值得注意的是，补贴对象为个人消
费者。收货地址须在四川省内，考虑消
费者就近消费习惯，对周边省份相邻四
川的乡镇个人消费者不作限制。

补贴品类包括：（一）家电类：冰箱
（冰柜）、洗衣机（干衣机、洗烘套装）、电
视、空调（家用中央空调）、电脑（台式和

笔记本）、热水器、家用灶具（集成灶）、吸
油烟机、微波炉、净水器、洗碗机、电饭
煲、饮水机（茶吧机）、净饮机、蒸烤箱、消
毒柜、空气净化器、投影仪。其中，热水
器含电热水器、燃气热水器、空气能热水
器、太阳能热水器、燃气壁挂炉。家用灶
具包含民族地区使用的具有做饭功能的
电暖桌。台式电脑含品牌主机或显示
器，不含组装机。（二）数码类：手机、平
板、智能手表手环。

关于补贴标准，实施细则明确：（一）

家电类：1级能效或水效标准的产品，补
贴标准为产品销售价格的20%；2级能效
或水效标准的产品，补贴标准为产品销
售价格的15%；没有规定能效或水效标
准的产品，补贴标准为产品销售价格的
15%。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1件，
空调可补贴3件，每件补贴不超过2000
元。2024年已享受某类家电产品以旧换
新补贴的个人消费者，2025年购买同类
家电产品可继续享受补贴。（二）数码类：
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补贴标准为产

品销售价格的15%，单价销售价格不超
过6000元（含），每件补贴不超过500
元。对于零售价超过6000元，但优惠后
达到补贴标准的产品，可给予补贴，销售
主体不得另外要求消费者支付额外费用
或强行绑定购买其他产品，否则视为套
取补贴。

每件产品单独开票，产品开票金额
包含政府补贴金额，不包括各类市场主
体优惠、辅材和安装费。

从补贴方式来看，全省统一采用“补
贴立减”模式，消费者在销售主体购买补
贴范围内产品时，通过收款设备或渠道
付款，按补贴标准直接抵扣补贴金额，补
贴资金由销售主体先行垫付。

消费者下载“云闪付”APP，完成实
名注册，进入四川“以旧换新”专区领取
线下实体门店资格券。领取时间为每日
8:00-23:00，资格券当日有效。如未使
用，次日可重新领取。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易弋力

手机国补“满月”持续点燃消费热潮
“小补贴”撬动“大市场”！自1月20

日起，手机等数码产品国补政策在各地
陆续落地，全国消费市场迎来一波“换机
热”。政策实施首月叠加春节消费旺季，
推动消费需求进一步释放，产业链上下
游企业协同创新。

线上线下销售火爆，手机市场量额
齐升——

一组数据印证消费市场火热：
商务部全国家电以旧换新及手机等

数码产品购新数据平台显示，截至2月8
日，全国手机等数码产品购新补贴申请
人数已突破2000万；

天猫数据显示，截至2月9日，手机、
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整体成交额环比
大涨，其中手机增长超41%，平板品类超
72%，智能手表（手环）超60%；

国际数据公司（IDC）最新发布的市
场数据显示，国补政策有力带动市场销
售，1月全国手机和平板电脑市场销量同

比分别增长20.1%和16.7%……
记者走访中，多家手机门店店员表

示，政策落地后，参与国补的产品销量增
长明显，“大部分消费者目标明确，进店
直奔参加补贴的产品”“消费者对‘支付
立减’的透明规则比较认可”。

春节“加码”换新需求，优惠叠加提
振消费——

政策启动恰逢春节前夕，不少消费
者对数码产品也“辞旧迎新”，手机成为
馈赠或自用的潮流“电子年货”，进一步
推高销量。

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春节期间（1
月28日-2月4日）全国手机销售收入同
比增长182%，销售量突破450万台，占消
费品以旧换新总销售额的45%。部分省
份表现尤为突出，京东数据显示，春节期
间湖南、安徽等地国补手机销量环比增
长100%，河南、四川等地增长50%。

此次手机国补政策覆盖6000元以下

机型，补贴比例达15%（最高500元），无论
是追求性价比，还是择优选购中高端机型，
购新补贴都能派上用场。同时，为接住国
补“流量”，市场上部分品牌通过下调价格、
叠加优惠等方式，推动更多机型进入国补
范围，让消费者进一步丰富选择、得到实惠。

“春节前后，电商平台和相关企业推
出年货节、限时促销等活动，形成‘折上
折’，也是推动部分原本犹豫的消费者做
出消费决策的重要原因。”国际数据公司
（IDC）全球及中国副总裁王吉平说。

消费激活制造需求，助推产业创新
发展——

政策红利正在向产业链上游传导。
中芯国际近日对外披露，在国家刺激消
费政策的红利带动下，消费电子、互联、
手机等领域补单、急单较多，推动企业整
体一季度“淡季不淡”。

“相关产品销量提升，将对制造端产
生正向刺激，激活上下游产业链，助推产

业链上企业加速成长、成熟。同时，瞄准
用户需求持续优化产品，也将对整个行业
的技术进步起到推动作用。”广西社科院
产业经济研究所二级研究员陈洁莲说。

如何将消费市场短期红利转化为产
业发展长期动能？

“从长远视角来看，在确保国补政策
持续激发市场热度的同时，引领消费升
级、加速产品创新迭代，形成消费推动产
业升级、产业引领消费升级的良性循环，
是行业发展的关键所在。”王吉平说。

眼下，部分企业借国补东风实现今
年“开门红”的同时，也在布局AI技术等
赛道，提升面向未来的长期发展动力和
核心竞争力，已有多家手机厂商、国产芯
片企业宣布接入DeepSeek。

受访业内人士说：“国补不仅是消费
的‘强心针’，更是产业升级的‘催化剂’，
这需要企业以技术创新破局，也需要政
府以精准政策护航。” 据新华社

将大模型“装”进手机、融入供应链，
带到办公室和生产线……开年以来，大
模型应用加速落地。从百度文心大模型
上线“深度搜索”功能，到三家基础电信
企业全面接入DeepSeek开源大模型，近
段时间，国产大模型更是频频上新。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表示，2025年
将实施“人工智能+制造”行动，加强通用
大模型和行业大模型研发布局和重点场
景应用。国产大模型发展按下提速键，
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带来产业变革。

走进万事利集团展厅，在一块屏幕
上轻点几下，即可生成创意图案，上传至
活性免水洗印染一体机，一条丝巾自动

“打印”出来。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企业首创

AIGC设计大模型，拥有花型数据库、
300多种图像算法，设计师原先要花3到
5天进行的设计，如今只需几秒钟。

这是大模型应用于工业生产的生动
写照。开年至今，各行各业均感受到大
模型热潮。

连日来，DeepSeek在多家医院完成
本地化部署，部分地区政务系统陆续接
入并实现应用。

快手视频生成大模型“可灵”新增
“多图参考”功能, 能够整合多个图片中
的不同主体, 根据文字描述生成融合视
频。AI视频模型加速和影视、广告制作、
IP开发等领域融合。

从生产端到消费侧，从制造业到服
务业，有关大模型的新应用层出不穷。

“当前全球和我国的人工智能产业
均处于稳步增长期，市场规模持续扩大，
大模型作为推动人工智能加速发展的关
键技术产品，其市场潜力不容小觑。”中
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未来产业研
究中心主任蒲松涛说。

从应用范围来看，人工智能大模型可
以分为通用大模型和行业大模型。前者
可在不进行微调或少量微调的情况下完
成多场景任务，后者则更聚焦特定行业，
满足制造、金融、能源等不同领域的需求。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目前，我国
累计培育416家人工智能领域国家级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人工智能企业数
量超过4500家。随着大模型行业快速演
进，其专业领域不断细分。

比如，黑猫集团所在的炭黑行业，为
橡胶、塑料等行业提供上游材料，工艺流

程复杂，对技术、安全生产等要求高。浪
潮云洲以知业大模型为底座，融合知识图
谱、行业大数据等，通过优化生产工艺、精
准控制参数，推动黑猫集团炭黑新产品合
格率提升15%，备件消耗减少20%。

“人工智能正从赋能工业研发设计、
营销服务、运营管理等环节，逐步深入工
业中试验证和生产制造等，展现出赋能
新型工业化的巨大潜力。”蒲松涛说。

大模型行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
面临着诸多挑战，需多管齐下提升产业
核心竞争力。

首先就是筑牢基本功。中国信息通
信研究院院长余晓晖认为，大模型高度
依赖算力、算法、数据。一方面，要加快
人工智能现有技术路线追赶，加大对前
沿模型架构、先进计算等变革性技术路
线战略布局；另一方面，也要加快新型信
息基础设施升级，加快推进算力互联互
通，同时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发展的软
硬件生态，支撑算法突破、应用赋能。

蒲松涛建议，推动建设服务创新型
中小企业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降低初
创企业、中小企业参与门槛，鼓励形成百
花齐放的市场竞争格局。

实体经济是大模型应用的“大赛
道”，但工业场景多样、复杂等特点提高
了人工智能赋能应用的门槛。业内普遍
认为，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对行业专业
知识理解仍不足，大模型展现的能力尚
不足以支持专业应用，强化应用场景的
训练是当务之急。

“要聚焦高价值人工智能创新领域，
支持建设一批共性技术研发平台等，也
要进一步拓宽数据渠道，支持打造垂直
细分领域工业大模型。”蒲松涛说。

安全是产业发展的最重要基础。相
对于大模型本身的研究，相关的安全研
究刚刚开始。业内人士建议，高度重视
大模型发展中的安全隐患，加大数字安
全等领域技术创新，建立安全风险评估
和应对机制，建立完善相关标准规则等。

记者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已组
织开展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任务“揭榜挂
帅”，将支持企业、科研机构等加快算力、
算法、数据研究攻关，加强通用大模型和
行业大模型研发布局，推动人工智能和
重点行业深度融合。同时，加快生态培
育，持续优化发展环境，助力产业健康发
展。 （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

频频上新 国产大模型发展按下提速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