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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视点

市场监管总局：

加强儿童和学生用品

质量安全监管

5 月 31 日，市场监管总局召开以“加强

儿童和学生用品质量安全监管 守护少年儿

童健康成长”为主题的发布会。 会上，市场

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就儿童和学生用品安

全守护行动相关情况进行了介绍。

据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宣传司副司长耿

欣介绍，2019 年以来，组织各级市场监管部

门持续开展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行

动，对老百姓反映强烈、社会舆论高度关注

的玩具、文具、校服等产品，开展监督检查

和专项整治。

据统计，2019 年至 2022 年，各级市场监

管部门共检查儿童和学生用品生产企业、

重点商超和批发市场 41.7 万家（次），儿童

和学生用品监督抽查 9.4 万批次，开展宣传

宣贯活动 3.2 万场（次）， 解决了一批重点

产品存在的质量问题、 清理了一批违规生

产销售的问题产品、 查办了一批违法经营

的大案要案， 进一步撑牢了青少年儿童健

康成长的“保护伞”。 （孙博洋）

生态环境部：

将启动碳监测评估

第二阶段试点工作

生态环境部近日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

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副司长蒋火华

就碳监测问题表示， 生态环境部将启动碳

监测评估第二阶段试点工作， 重点是做好

三方面工作：一是扩大行业试点范围。 稳步

扩大火电、钢铁等行业试点，逐步增加参试

企业，提升试点工作代表性。 二是深化技术

体系构建。 进一步完善碳监测技术指南和

标准规范， 为开展碳排放监测、 碳通量监

测、环境浓度监测打下更扎实基础。 三是强

化监测法精准支撑。 加快突破流量监测等

碳监测关键技术， 提升利用监测数据校核

核算数据的科学性。

2021 年 9 月，生态环境部印发《碳监测

评估试点工作方案》以来 ，试点工作总体

进展比较顺利 ， 全面完成了第一阶段试

点任务。 蒋火华介绍，通过初步组建网络，

从无到有建设碳监测网络，实现重点行业、

城市、区域三个试点层面全覆盖，目前 5 个

试点行业共建成 93 台在线监测设备。

（欧阳易佳）

国家乡村振兴局：

推动帮扶产业提质增效

巩固脱贫成果

“要把发展帮扶产业作为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的治本之策，推动各类资源、帮扶

措施向促进产业发展聚焦聚力， 推动帮扶

产业提档升级、提质增效，让帮扶产业成为

促进脱贫地区可持续发展、 脱贫群众生活

更上一层楼的重要依托。 ”5 月 31 日，国家

乡村振兴局局长刘焕鑫在陕西省汉中市举

行的全国脱贫地区帮扶产业发展推进会上

作出上述表述。

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把握推动帮扶产

业发展的路径方法，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增

强市场经济意识， 统筹考虑市场需求和本

地农业农村资源禀赋， 科学谋划推动帮扶

产业发展， 把特色优势产业培育好、 发展

好，纵向贯通产加销、横向融合农文旅，不

断做大做强脱贫地区帮扶产业。 要深刻领

会把握推动帮扶产业发展的价值导向 ，完

善利益联结机制， 注重把产业增值收益更

多留给农民，通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

金、农民变股东”，尽可能让农民参与进来。

（侯雪静）

发展空间广阔

历史上我国曾推出过两次汽车

下乡政策 。 第一次汽车下乡是在

2009 年至 2010 年， 政策主要针对微

型车， 即交叉型乘用车。 第二次汽

车下乡是在 2019 年至 2022 年， 这

期间每年都推出了新能源汽车下乡

相关政策， 相关部门开展新能源汽

车下乡活动， 地方政府跟进财政补

贴， 多家车企推出下乡新车型和优

惠措施。

数据显示，自 2020 年 7 月起，工

业和信息化部、 农业农村部、 商务

部等多部门连续开展新能源汽车下

乡活动。 经过近 3 年努力， 2020 年

下半年、 2021 年、 2022 年新能源汽

车 下 乡 车 型 销 量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80%、169%、87%。

“销量的快速增长从一个侧面

反映出新能源汽车在农村市场大有

可为，既开拓出新的产业发展空间，

也满足了农村消费新需求。 ”中国汽

车工业协会充换电分会、 中国电动

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副秘书

长仝宗旗对此深表赞同。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发布的

《中国农村地区电动汽车出行研究》

显示，预计到 2030 年，中国农村地区

汽车千人保有量将近 160 辆，总保有

量超 7000 万辆， 市场规模或达 5000

亿元。

另据乘联会数据，今年 3 月份，

纯电乘用车在县乡地区的渗透率为

16%， 插混乘用车在县乡地区的渗

透率为 8% ， 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

未来， 非限购城市、 中小城市、县

乡区域有望成为新能源汽车巨大的

增量市场。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研究员张月友表示，近 3 年来，我国

广大县域地区市场的新能源汽车虽

然有所增长， 但农村新能源汽车市

场仍然 是 一 片 尚 待 开 发 的 蓝 海 。

“2009 年第一批汽车下乡的车辆距

今已经 10 余年，正陆续迎来换代升

级窗口期。 据公安部统计，2022 年，

我国农村地区汽车保有量达 1.4 亿

辆，占全国总量的 44.1%。 按照 10%

的年更换率， 农村地区每年有上千

万辆机动车需要更换。 我国农村人

口近 5 亿， 是挖掘内需潜力的重要

领域。 ”张月友说。

疏通堵点难点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新能源汽车

产业技术水平显著提升， 新能源汽

车也越来越得到消费者认可。 但在

农村地区推广新能源汽车， 还有不

少堵点。 比如，农村地区公共充电基

础设施建设不足、 居住社区充电设

施安装共享难、 时段性供需矛盾突

出等问题， 制约了农村地区新能源

汽车消费潜力的释放。

张月友认为，农村地区充电场站

少、 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的原因有两

点： 一是农村地区新能源汽车保有

量少，充电设施利用率低，加上农村

地域广阔，充电设施运维成本高、投

资回报差， 充电运营商投建意愿不

足。 二是农村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

深层次问题在于场站用地、 电网扩

容等困难。

在用地方面，建设公共充电桩和

场站需要办理土地相应手续， 而农

村土地多为集体土地， 需要一定的

政策支持；在电网方面，乡村建设充

电桩特别是大功率快充桩需要一定

的电力容量支持。 而乡镇公共变压

器往往无法满足需求， 需要大批量

更换， 甚至要升级扩容改造农村电

网，牵涉面广且耗资大。

基于此，此次《意见》将“充电桩

先行”列为重要指引，从充电桩的建

设、运营、维护等方面制定了政策细

则 ， 以指导地方政府出台更为详

细、 符合实地情况的发展规划， 加

快新能源汽车在农村地区的使用和

普及。

对于如何支持地方政府与企业

联手推动工作落地，《意见》提出，要

在财、地、电三个方面予以推动。 在

财政支持方面， 政策提出要利用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等工具， 支持符合

条件的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干线公

路服务区（站）、公共汽电车场站和

汽车客运站等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

在用地与电力方面，加大用地保障等

支持力度， 开展配套电网建设改造，

增强农村电网的支撑保障能力。 到

2030 年前， 对实行两部制电价的集

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 （容

量）电费，放宽电网企业相关配电网

建设投资效率约束，全额纳入输配电

价回收。

此次《意见》要求地方政府出台

支持乡村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专项

政策， 但并未给出具体补贴标准指

引。 对此，有不少从事充电基础设施

建设的企业反映， 在具体执行层面，

期待能够尽快出台针对充电基础设

施建设的财政补贴细则。

满足农村需求

虽然新能源汽车下乡还有很多

难题亟待解决，但正如中国汽车流通

协会有形市场商会常务副理事长苏

晖所言，汽车下乡能在很大程度上满

足农村需求，助推乡村振兴。

当前，我国农村还普遍存在着多

种机动交通工具并行的状况， 包括

“农用汽车”“低速电动车”以及柴油

车、汽油车等。

专家表示，加快促进适宜发展新

能源汽车地区的农村居民购买使用

新能源汽车不仅有利于释放农村消

费潜力，成为国家促消费、扩内需的

重要抓手，对加速农村交通运输领域

排放治理、 助力如期实现“双碳”目

标也有重要意义。 此次《意见》的颁

布，可谓恰逢其时。

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

书崔东树表示，新能源汽车下乡成功

的关键是要改善消费环境，尤其是要

加强充电桩建设和农村销售服务及

维修体系建设等，让乡村新能源汽车

用户实现“买车容易， 用车方便，修

车省心”。

面对巨大的市场，新能源车企该

如何把握机会？中汽协副总工程师许

海东认为，农村市场是我国汽车市场

未来发展的增量所在，汽车企业需要

根据农村消费者的使用需求研发相

适应的车型。 （龚梦泽 曹沛原）

新能源汽车下乡撬动大市场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国家能源局制定的《关于加快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更好

支持新能源汽车下乡和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正式颁布。《意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对农村

户籍居民在户籍所在地县域内购买新能源汽车，给予消费券等支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出

台农村地区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专项支持政策等。

这已经不是国家第一次从政策上鼓励新能源汽车下乡。 再提新能源汽车下乡，出于何

种考量？ 新能源汽车下乡能撬动多大市场规模？ 如何打通下沉发展中的堵点难点？

权威发布

5 月 30 日 ， 联

合收割机正在山西

运城市盐湖区南城

街道西姚村的麦田

里收割小麦。 雨过天

晴 ， 村民们抓住时

机， 全力抢收小麦。

连日来， 运城市 430

万亩小麦陆续开镰

收割。

姜桦 摄

小麦开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