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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真招实策 聚焦扩内需重点发力

眼下，位于贵州省六枝特区的贵

州美锦华宇煤焦氢综合利用示范项目

焦化二期正在加紧建设中，争取在

2025年上半年投料试生产。

新年首个工作日，贵州召开全省

抓产业抓项目抓招商推进会，提出把

“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抓招商”作为

推动今年经济工作的“头号工程”。

2025 年开年之际，各地加速推进

重点工程、重点项目的建设进度，为新

的一年起好步、开好局。

一些地方公布了重大项目投资的

“计划表”。今年一季度，江苏省计划开

工亿元以上项目 2807个，比去年同期增

加 97 个；安徽省第一批开工重大项目

622个、总投资 4057.5亿元，年度计划投

资 1119.8亿元；重庆市一季度开工投产

304个项目，总投资达到 3860亿元……

从多地开年会议内容看，抢抓扩

内需新增长点是 2025年经济工作重要

发展方向。各地千方百计出真招，让

广大经营主体“转”起来，让企业生产

和项目建设“热”起来，让市场消费

“火”起来。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召开 2025
年第一季度经济运行部署电视电话会

议指出，要深挖消费、投资、外贸新增

长点；山东省政府常务会议明确指出

要深入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优化政

策操作流程，推动政策及时直达企业

和群众；海南省扩大内需工作推进大

会指出，要加快解决堵点、卡点、痛点

问题，千方百计拓场景、促消费……

“新年伊始各地召开会议，体现

出各地因地制宜拼经济、踔厉奋发有

作为的良好势头。”广东亚太创新经济

研究院理事长李志坚说。

发展新质生产力，努力求新求变

从多地开年相关会议部署中可以

看到，2025年，各地围绕加快建设现代

化产业体系，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

新，提出具体发展目标和务实举措。

1月 3日，上海市“人工智能＋”行

动推进大会发布“模塑申城”五大公共

服务平台、徐汇区推进“人工智能＋”

十大行动。作为上海的科创大区，徐

汇区正打造千亿级人工智能产业集

群，助力上海人工智能高地建设。

2025 年江苏苏州市新型工业化推

进会议提出，通过实施“苏州智造十大

行动”，力争到 2026 年打造 4 个万亿级

产业，培育 15个超千亿级产业，推动规

上工业产值达 5万亿元。

浙江温州连续 3 年将人才和科技

创新作为开年会议的主题。1月 3日召

开的加快建设创新温州大会，签约 30
个“一港五谷”重点招引项目和 22个知

名高校、中国科学院相关院所科技合

作项目。

温州市有关负责人表示，将从强

化系统思维、市场主导、动能培育、空

间支撑、改革创新、生态供给等方面，

形成加快建设创新温州的强大合力。

“低空经济作为新兴的经济形态，

正逐渐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新引

擎。”广西梧州市新航程低空安全研究

院执行院长韦戈说，广西的开年会议

关注新兴业态，传递了发展新质生产

力的决心。

改革持续推进，激发更多发展新动能

多地开年会议部署新举措，细化

改革目标任务，推动标志性改革举措

落地见效。

冬日，重庆团结村中心站一片繁

忙，一辆辆“重庆造”汽车正搭乘中欧

班列出口海外。

“海关推进便利化通关，大大提升

报关效率；川渝开行锂电池运输专列

试点，助力新能源汽车出口，一系列改

革举措让我们能够加快走出去步伐。”

美联物流集团总裁何道国说。

2025 年，重庆提出着力加快建设

内陆开放综合枢纽，聚力攻坚啃下国

资国企改革“硬骨头”，积极融入全国

统一大市场，深入实施企业上市“千里

马”行动，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不断

发展壮大民营经济；上海表示要加快

实施一批标志性改革举措、推动制定

一批重大改革政策、复制推广一批制

度创新成果；海南持续推进人才发展

“授权松绑”改革，深化“极简审批”综

合许可、便民简证等改革……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

见》提出：到 2025 年，浙江省推动高质

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明显

实质性进展。

今年，浙江提出将系统实施城乡

融合体制机制改革、“扩中提低”和收

入分配制度改革、基本公共服务一体

化改革。1 月 2 日，嘉兴市举行推进新

时代高水平城乡融合发展工作会议，

提出争创新时代高水平城乡融合发展

典范。

浙江省委改革办副主任王春波表

示，及时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做到

“一地创新、全省共享”。

时不我待，干字当头。各地正以

开年就是开工、开工就要实干的工作

状态，抓项目、促改革、惠民生，为全年

经济社会发展开好局。

新华社北京1月15日电

各地开年会议传递哪些发展新信号？
新华社记者

2025 年，是“十四五”规
划收官之年。开年以来，多个
省份召开会议，围绕 2025 年
经济工作展开部署，推动政策
早落地、项目快推进、措施见
实效。这些开年会议传递出
哪些经济信号？

新华社北京1月16日电 《经济参

考报》1 月 16 日刊发记者袁小康采写

的文章《手机家电等补贴标准确定 有

望提振消费电子需求》。文章称，1 月

15日，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商务部等部

门日前印发了《手机、平板、智能手表

（手环）购新补贴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实施方案》），并发布了关于做好 2025
年家电以旧换新工作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将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

等数码产品纳入补贴范围，并明确了

享受补贴的家电范围和金额。业内专

家表示，新的方案对于此前“加力扩围

实施‘两新’政策”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进行了细化和落地，随着国补

标准接连出台，有望进一步为消费市

场良性发展注入新动能。

《实施方案》明确，个人消费者购

买单件销售价格不超过 6000 元的手

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3 类数码产

品，可享受购新补贴。每人每类可补

贴 1 件，每件补贴比例为减去生产、流

通环节及移动运营商所有优惠后最终

销售价格的 15％，最高不超过 500元。

星图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付

一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相关政

策出台是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的有力落实，进一步扩大了消费者以

旧换新的选择范围，优化了补贴流

程。“特别是此次新纳入补贴的手机

等消费电子产品，相较于汽车、家电

等大宗商品，具有更新周期较短等特

点。将相关商品纳入补贴范围，可以

进一步激活潜在市场需求。同时，作

为智能化产品的代表，通过补贴促进

手机等产品发展也有望进一步支持

产业升级。”

家电方面，通知明确对个人消费

者购买 2 级及以上能效或水效标准的

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电脑、热水

器、家用灶具、吸油烟机、净水器、洗碗

机、电饭煲、微波炉 12 类家电产品给

予补贴。补贴标准为上述产品最终销

售价格的 15％，对其中购买 1 级及以

上能效或水效标准的产品额外再给予

产品最终销售价格 5％的补贴。每位

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 1 件（空调产

品最高补贴 3 件），每件补贴不超过

2000元。

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刘春生认

为，从此次出台的文件来看，家电领域

作为以旧换新的重点，此次政策中不

仅延续了补贴措施，还特别强调了绿

色消费理念。“在家电能效方面，政策

给予了梯次补贴，2级能效及以上的产

品有补贴，而 1级能效产品的补贴额度

更高。这体现了政策在助力消费市场

的同时，注重引导消费者形成绿色消

费习惯，可谓一举两得。”他说。

值得关注的是，不少业内人士分

析认为，此次政策细则的出台，还有望

为相关企业的资本市场表现提供支撑。

中原证券研报分析指出，国家实

施手机等数码产品购新补贴，新补贴

政策有望刺激消费电子市场需求。而

AI 技术带动智能手机市场的创新需

求，将促进结构件、连接器、光学器

件、射频器件等消费电子零部件业务

的增长。创新周期下出货量增长，稼

动率有望提升，AI 手机创新化、高端

化或带来产品平均售价的提高和毛利

率的改善。

“政策出台对消费电子类上市公

司是利好消息，通过激发居民置换需

求，有望改善公司经营业绩预期。同时

中长期来看，随着政策落实和需求扩

大，将提振消费电子产业链上下游公

司，带动经营生产复苏，改善现金流和

业绩，有望带来相应上市公司及消费电

子板块估值修复的预期。”付一夫说。

手机家电等补贴标准确定激发消费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