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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昨日表示，
今年1至6月份，截至今年6
月底，全国已有5931个高速
公路服务区建设充电设施，
占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总数
的89.48%。

交通运输部昨日发布的
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
我国完成营业性客运量43.2
亿人次，同比增长56.3%。完
成城市客运量454.2亿人次，
同比增长15%。完成高速公
路小客车出行量117.8亿人
次，同比增长39%，规模超过
疫情前同期水平。

本报综合

本报综合消息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
春临昨日介绍，《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措施》
（以下简称《措施》）经国务院同意，已由国务院
办公厅转发各地方、各部门，并向社会公开发
布。《措施》围绕6个方面提出20条具体政策举
措，力求长短兼顾、务实有效。

当日，国新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
李春临和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司长何
亚琼、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徐兴
锋、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沐阳、市场
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况旭对恢复和扩大消
费的措施进行介绍。

促消费政策不是所谓“掏空钱包”

李春临说，促消费政策不是所谓的“掏空钱
包”“透支需求”，恰恰相反，促消费政策的出发点
是帮助居民节约开支，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买
到更有科技含量、更符合需求的新产品、新服务，
避免不法“套路”、假冒伪劣等产品。政府施策更
有效、更惠民，老百姓消费和福利就能同步得到
提升。

这次印发的《措施》中举措共有20条，希望
通过优化政策和制度设计，进一步满足居民消费
需求，释放消费潜力。

在稳定大宗消费方面，《措施》提出，优化汽
车购买使用管理，扩大新能源汽车消费，支持
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提升家装家居和电子
产品消费。在扩大服务消费方面，《措施》明
确，扩大餐饮服务消费；丰富文旅消费，全面落
实带薪休假制度；促进文娱体育会展消费；提
升健康服务消费。在促进农村消费方面，《措
施》明确，开展绿色产品下乡，完善农村电子商
务和快递物流配送体系，推动特色产品进城，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在拓展新型消费方面，《措施》提出，壮大
数字消费，推广绿色消费。在完善消费设施方
面，《措施》提出，加快培育多层级消费中心，
着力补齐消费基础设施短板，完善消费基础
设施建设支持政策。在优化消费环境方面，
《措施》还提出，加强金融对消费领域的支持，
持续提升消费服务质量水平，完善促进消费长
效机制。

全面落实带薪休假制度

在扩大餐饮服务消费、丰富文旅消费、促进
文娱体育会展消费方面，倡导健康餐饮消费、反
对餐饮浪费，支持各地举办美食节，打造特色
美食街区，开展餐饮促消费活动。因地制宜优
化餐饮场所延长营业时间相关规定。培育“种
养殖基地+中央厨房+冷链物流+餐饮门店”模
式，挖掘预制菜市场潜力，加快推进预制菜基
地建设，充分体现安全、营养、健康的原则，提
升餐饮质量和配送标准化水平。推广透明厨
房，让消费者吃得放心。

全面落实带薪休假制度，鼓励错峰休假、弹
性作息，促进假日消费。加强区域旅游品牌和服
务整合，积极举办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活动。健
全旅游基础设施，强化智慧景区建设，提高旅游
服务质量。

鼓励各地制定实施景区门票减免、淡季免费
开放等政策。在保障游客自主选择权的基础上，
支持不同区域景区合作推行联票模式，鼓励景区
结合实际实施一票多次多日使用制，更好满足游
客多样化需求。

推动夜间文旅消费规范创新发展，引导博物
馆、文化馆、游乐园等延长开放时间，支持有条件
的地区建设“24小时生活圈”。打造沉浸式演艺
新空间，建设新型文旅消费集聚区。

加快审批等工作进度，持续投放优秀电影
作品和文艺演出。优化审批流程，加强安全监
管和服务保障，增加戏剧节、音乐节、艺术节、动
漫节、演唱会等大型活动供给。鼓励举办各类
体育赛事活动，增加受众面广的线下线上体育
赛事。

到2025年底免征新能源汽车购置税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巩固和扩大
新能源汽车发展优势。国务院常务会议也对新
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作出了重要部署。现在已经
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新能源汽车消费和发展的政
策措施，比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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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关于进一步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
体系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已经先后出台，同
时，延续和优化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政

策，这些都为新能源汽车消费创造了良好的政策
和市场环境。

李春临介绍，针对汽车消费细分市场，国
家发展改革委将研究优化更多大众化、普惠性
的支持政策，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
化的消费需求，推动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无
论是汽车消费还是其他消费品消费，我们首先
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需求变化，创
造新需求，供给侧不改革，拿出来的产品不适
销对路，老百姓是不买单的。延续和优化新能
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的政策，提出到2025年
底，免征车辆购置税；2026年、2027年，减半征
收。还有最近出台的政策，都是鼓励新能源汽
车消费。

完善按要素分配的政策制度

对于如何改善家庭部门消费意愿，李春
临表示，将落实就业优先政策，加强困难群体
就业兜底帮扶，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
富，推动更多低收入群体迈入中等收入行列，
完善按要素分配的政策制度，多渠道增加中
低收入群众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
财产性收入，推动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
基本同步，通过消费能力提升，提高居民消费
意愿。

制定国内旅游品质提升行动计划

对于如何释放文化和旅游的消费活力，缪
沐阳表示，下一步，文化和旅游部将主要从两
方面发力：一方面，着力完善政策环境。研究
制定进一步激发旅游消费潜力、推动旅游业高
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制定国内旅游品质提升
行动计划，进一步丰富优质产品供给，完善旅
游服务功能、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强化旅游安
全保障。

另一方面，抓好平台载体建设。启动新一批
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国家级旅游度假
区、5A级景区、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旅
游休闲街区的建设工作，使这些成为消费促进及
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和载体。

出台促进餐饮业高质量发展等政策

谈及大宗消费，徐兴锋表示，商务部将突出
重点，提振大宗消费。在落实方面，商务部将重
点从新车、二手车、后市场三个方面发力。新车
方面，商务部会同工信部等部门组织开展百城联
动汽车节、千县万镇新能源汽车下乡等活动。二
手车方面，通过联通部门数据、打破信息孤岛，让
老百姓买二手车像买新车一样放心。后市场方
面，通过发展汽车赛事、房车露营，释放近万亿元
规模的汽车后市场潜力。

扩大服务消费方面，商务部将持续开展好十
城联动共享美食佳饮、中华美食荟等餐饮促消费
活动，指导各地打造餐饮消费品牌。同时，将出
台促进餐饮业高质量发展、加快生活服务数字化
赋能等政策，为餐饮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在培育新型消费方面，市场上出现了很多新
场景，比如即时零售、策展型零售、直播电商等，
同时也涌现出了业态融合、跨界融合、线上线下
融合等新业态。下一步，将聚焦这些新特点、新
趋势、新场景，进一步支持绿色智能产品消费。

研究制定政策推进视听电子产业

在促进电子产品消费方面，何亚琼表示，下
一步，工信部将研究制定推进视听电子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政策文件。将培育视听电子发展的新
空间，引导企业打造智慧生活视听、沉浸式的车
载视听、智慧商用显示等场景，创造消费新需求，
不断壮大新的细分市场。

同时，落实虚拟现实、智慧健康养老等政策
文件要求，继续丰富产品有效供给。开展畅通消
费电子内循环系列行动。继续加大促消费力度，
加快释放特定群体消费潜力。

出台改善消费环境的意见

在营造放心消费环境方面，况旭表示，下一
步，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同相关部门出台改善消费
环境的意见，启动全国放心消费示范城市创建，
发挥城市整体创建的牵引撬动作用，带动各地消
费环境进一步提质升级。

中国制造业PMI
连续两个月回升

国家能源局昨日发布
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
国 可 再 生 能 源 装 机 达 到
13.22亿千瓦，历史性超过
煤电，约占我国总装机的
48.8%。

本报综合消息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
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日发布的
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为49.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其中，预期指数升至较高景气区间。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
师赵庆河表示，7月份，制造业PMI连续两个
月小幅回升，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0个位于
扩张区间，比上月增加2个，制造业景气水
平总体持续改善。

当月，生产指数为50.2%，与上月基本持
平，保持在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为49.5%，
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表明制造业生产
经营活动稳定，市场需求景气度有所改善。

价格指数继续回升。7月份，主要原材
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分别为
52.4%和48.6%，比上月上升7.4和4.7个百分
点，其中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升至扩张
区间，制造业生产用原材料价格总体水平有
所上升。

分企业规模看，7月份，大型企业PMI为
50.3%，与上月持平，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对
制造业总体支撑作用显著。大型企业生产
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连续7个月和3个月
位于扩张区间，产需保持增长。中型企业
PMI为49%，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小型
企业PMI为47.4%，比上月上升1个百分点，
景气水平有所改善。

7月份，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
55.1%，比上月上升1.7个百分点。赵庆河称，
这表明随着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扩内需
促消费等一系列政策出台，市场发展积极因
素不断增多，企业信心有所增强。特别是消
费品行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今年以来
始终高于55%，本月升至58%，企业对近期
行业发展预期向好。

当天披露的数据还显示，7月份，中国非
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1.5%，比上月下降
1.7个百分点。其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1.5%，仍位于扩张区间。

“恢复和扩大消费20条”出台 多部委密集部署

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