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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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 近日召开

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以提振消费为重点扩大国内需求”。

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规模持续增长，新型消费不断发展。 随着一系列发展和改革

举措接续出台，扩内需促消费政策落实落细，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有望不断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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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视点

打造更强劲的消费主引擎

———当前抓改革促发展观察

权威发布

五部门：

加强集中用餐单位食堂

承包经营食品安全管理

市场监管总局、教育部、民政部、国家卫生

健康委、 国管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强化集中

用餐单位食堂承包经营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进一步落实食品安全

“四个最严”要求，加强集中用餐单位食堂承包

经营食品安全管理， 降低食品安全风险隐患，

不断提高集中用餐单位食品安全水平。

《通知》要求，要推动集中用餐单位落实食

品安全责任， 督促承包经营企业落实落细主体

责任，强化行业管理责任，强化部门监管责任，

强化应急处置， 严格责任追究等。 各有关部门

要加强协作配合， 及时互通信息， 形成齐抓共

管合力，共同维护集中用餐单位食品安全。

《通知》明确，集中用餐单位对本单位食品

安全负总责， 承包经营企业对其承包经营食堂

的食品安全工作全面负责； 各地行业主管部门

应强化行业管理责任， 市场监管部门应强化监

管责任， 加强要点检查， 实施联合惩戒和信用

管理。 （林丽鹂）

工业和信息化部：

进一步优化

信息通信行业营商环境

为深入推进信息通信行业管理创新，进一

步优化营商环境， 推动信息通信行业高质量发

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关于创新信息

通信行业管理 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

《意见》按照改革创新、依法行政、技管结

合、赋能发展的原则，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

从持续优化高效开放统一的准入环境、 积极营

造健康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 进一步打造规范

透明可预期的监管环境、 着力构建便捷可靠优

质的服务环境等 4 个方面提出 12 项重点任务，

旨在通过全面优化行业管理制度、方式、手段，

进一步完善支持信息通信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政

策举措， 更大激发企业内生动力， 更好地发挥

信息通信行业“一业带百业”的赋能作用。

其中，围绕持续优化高效开放统一的准入

环境方面，《意见》 提出优化市场准入管理，对

于涉及多类电信业务的新技术新应用， 加强业

务指导，优化审批流程，实现“一次性申请、一

站式审批”。 （刘温馨）

生态环境部：

全国碳市场

累计成交额近 270 亿元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自 2021 年 7 月启

动上线交易， 已经满 3 年。 生态环境部新闻发

言人裴晓菲日前表示，3 年来，全国碳排放权交

易市场顺利完成两个履约周期， 实现了预期建

设目标。

据介绍，强制和自愿两个市场既各有侧重、

独立运行，又同向发力、互为补充，并通过配额

清缴抵销机制有机衔接。

他介绍，截至 2024 年 6 月底，全国碳排放

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 4.65 亿吨， 成交额约

270 亿元。 交易规模逐步扩大，第二个履约周期

的成交量和成交额比第一个履约周期分别增长

19%和 89%， 且第二个履约周期企业参与交易

的积极性明显提高， 参与交易的企业占总数的

82%，较第一个履约周期上涨近 50%。 同时，碳

价整体呈现平稳上涨态势，由启动时的 48 元 /

吨，上涨至今年 7 月 26 日收盘价 91.6 元 / 吨，

上涨了 90.8%。

裴晓菲表示，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坚持全

国碳市场作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政策工具的基

本定位，持续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高敬）

政策加力

稳住消费“基本盘”

暑假期间 ，文旅消费“火热”。

各地将举办超 4000 项约 3.7 万场

次文旅消费活动， 围绕夜间游、避

暑游、亲子游、研学游等消费热点，

推出发放消费券 、票价优惠 、消费

满减、折扣套餐等惠民措施。

暑期消费， 是当下消费市场的

一个缩影。 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超过 23 万亿元， 同比增长

3.7％ ， 服 务 零 售 额 同 比 增 长

7.5％；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

献率为 60.5％ ， 拉动 GDP 增长 3

个百分点，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作用显著。

消费的“稳”， 背后是政策的

“进”。

直接向地方安排 1500 亿元左

右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报废旧车

并购买新车的个人消费者，补贴标

准大幅提高；对个人消费者购买冰

箱等 8 类家电产品给予以旧换新

补贴……10 多天前，消费品以旧换

新再迎“政策包”。

今年 4 月， 我国发布《推动消

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 提出推

动汽车换“能”、家电换“智”、家装

厨卫“焕新 ”，逐步建立“去旧更容

易、换新更愿意”的有效机制。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引导居民

消费潜力有序释放， 对拉动汽车、

家电等耐用消费品增长起到催化

作用。 上半年，限额以上单位家用

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

比增长 3.1％，比上年同期加快 2.1

个百分点； 新能源乘用车零售量同

比增长 33.1％。 截至7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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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万份，申请量呈现加快增长态势。

商务部创新开展“消费促进

年”系列活动，推动出台促进餐饮

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文化和

旅游部贯穿全年举办全国文化和

旅游消费促进活动；市场监管总局

加快制定电动汽车、 家用电器、家

居等领域消费品质量安全标准……

一系列促消费政策加快推出，效应

陆续显现。

顺势而为

培育消费新动能

无人机搭载着外卖盒子， 缓缓

降落在景区的专属“停机坪”上，工

作人员取出外卖，送到露营游客手

中……在四川天府新区麓湖生态城

麓客岛景区 ， 无人机配送带来便

捷、新鲜的消费体验。

这是我国消费焕新的一个生动

注脚。 居民消费正从注重量的满足

向追求质的提升转变，从以商品消

费为主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转

变 ，从模仿型向个性化、多样化转

变。 越来越多人更愿意把时间和精

力投入到自己的兴趣爱好和提高

生活质量上，各种相关产品和服务

应运而生。

需求之变、 结构之变， 也孕育

着动能之变。

培育新场景，深挖消费潜能———

入夜，重庆江北区观音桥步行

街上人流如织 ，除了购物 ，游客还

可以在这里参加运动体验、潮玩打

卡、啤酒闯关等互动活动。

“白天天气闷热，我们选择在三

峡博物馆等室内场所游览。 傍晚气

温降低，我们来观音桥的网红打卡

点看夜景。 ”来自山东的游客刘迪

一说，多元的夜间消费项目能够让

人们更充分体验当地特色。

“清凉经济”不断培育，旅游专

列路线丰富，无人售货超市深入百

姓生活，“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成为

出游新风尚……各地着力打造消费

新场景，激发消费新动能。

上半年， 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

新技术催生新的消费场景，直播带

货、即时配送等消费新模式不断涌

现，带动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

增长 8.8％ ， 快递业务量突破 800

亿件。

今年 6 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部门发布《关于打造消费新场景培

育消费新增长点的措施》， 更好顺

应消费场景新变化，推动以高质量

供给引领和创造市场新需求。

把 握 新 趋 势 ， 引 领 消 费 风

潮———

近期，北京市举办“2024 全球

首发节”，围绕“国潮新风尚”“文创

新消费”“数字高科技 ”“运动快时

尚 ”四大主题 ，举办百余场新品首

发、首秀 、首展活动；今年前 4 个

月，上海新设各类首店 489 家，平均

每天 4 家首店落“沪”……

开设首店、 新品首秀、 艺术首

展，“首发”创新创意正落地开花。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积极

推进首发经济。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

中心电子商务首席专家李鸣涛分

析， 首发经济有很强的创新属性，

可以激发和带动消费，各地要因地

制宜，激活“流量密码”。

改革破题

积蓄更强发展后劲

拥有 14 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

市场，全球规模最大 、成长性最好

的中等收入群体，中国的消费潜力

不容小觑。 如何把蕴藏的巨大消费

潜力释放出来？

以服务消费为重要抓手推动

消费扩容升级———

近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

确，要以提振消费为重点扩大国内

需求，提出“把服务消费作为消费

扩容升级的重要抓手”。

“我国正处在服务消费较快增

长阶段，服务消费增速快于商品消

费， 成为居民消费的主要 增 量 来

源 。 与高收入经济体相同发展阶

段的平均水平相比 ，我国服务消

费占居民消费比重仍然偏低 ，具

有较大发展空间。 ”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

丽芬说。

挖掘餐饮住宿、 家政服务、养

老托育等基础型消费潜力；激发文

化娱乐、旅游 、体育、教育和培训 、

居住服务等改善型消费活力……国

务院印发的《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对外发布 ，进一

步释放以服务消费为扩大内需添

动力的明确信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袁达

表示，要把促消费放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推动教育、养老 、育幼 、家政

等服务消费提质扩容，支持文体旅

游高质量发展。

完善长效机制为扩大消费积蓄

后劲———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完善

扩大消费长效机制。

这其中， 关键是要使居民有稳

定收入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敢消

费、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

收入是消费的前提和基础 。

“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

支付保障机制”“多渠道增加城乡

居民财产性收入 ”“健全高质量充

分就业促进机制” ……决定围绕完

善收入分配制度、完善就业优先政

策作出系列部署。

激发消费潜力， 还要营造更优

的消费环境。

7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正式施

行，对消费者反映强烈的完善直播

带货等新业态监管、 治理大数据

“杀熟”、加强预付式消费保障等问

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规范， 护航

“放心消费”。 （据新华社）

2024 年 5 月 17 日， 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山东站暨 2024 全

国家电消费季启动仪式在青岛举行。 李紫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