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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家电下乡政策

成涛林

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从 2009年2 月1日起至 2013年

1月31日，家电下乡在原来14 个省（市）试点的基础上逐步

向全国推广。家电下乡政策对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

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也是贯彻落实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的

重要举措。在为这一政策叫好的同时，笔者认 为还要从以 下

几个方面加以 完善，以 更好地发挥政策效应，真正 达到保

经济增长与增加农民福利的目的。

一是因地制宜拓宽家电种类。下乡家电产品原先试点

的是“彩电、冰箱、手机、洗衣机”四 个品种，本次 又新增

了摩托车、电脑、热水器和空调，但各地只能根据 当地不

同需求在这四 个新增产品中任意选择两个，也即各地纳入

补贴的家电种类只有六种。区域发展不平衡是经济发展中

的正常现象，具体到农村消费上，突出表现就是农民家庭

耐用消费品 拥有量的差距。以 此次纳入补助的家电为例，

2007年末，苏州每百户农民家庭彩电、冰箱、手机、洗衣

机、摩托车和热水器拥有量分别为189.4、103.37、210.23、

102.93、101.16、98.02。而同期，全国每百户农民家庭彩电、

冰箱、手机、洗衣机、摩托车拥有量分别为 94.38、26.12、

77.84、45.94、48.52，热水器没有统计。江苏省每百户农民

家庭彩电、冰箱、手机、洗衣机、摩托车和热水器拥有量

为 122.6、44.6、117.2、82.1、62.2、46.4。由此可见，苏州

农民拥有纳入补贴的家电数量远远高于全省和全国平均水

平。而且除了热水器接近每户一台外，其余五个品种每户家

庭都超过了一台的拥有量。苏州农户如果要享受补贴，只能

对原有家电进行更新升级换代，购买紧跟时代潮流的中档

或高档家电。一般而言，新款潮流家电产品 价格都比较高，

远远突破了纳入补贴家电规 定的价格标准。此次家电下乡

产品的单价最高限价分别为：彩电不超过 2000元；电冰箱

（含冷柜）不超过 2500元；手机不超过1000元；洗衣机

不超过 2000元。因此，要真正使家电下乡政策在苏州取得

实效，要么是放宽价格限制，要么就是根据实际情况拓宽

补贴家电种类，让农户选择购买他们所缺的家电。

二是改革补贴方式。此次家电下乡财政补贴的主要内容

是对农民购买纳入补贴 类家电，在规定的价格 范围内按实

际价格的 13% 给予财政补贴。虽然这种补贴方式可以 事先

把财政补贴资金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最大补贴金额= 每种

家电的最高限价 ×13% ×购买的农户数），但正如前面所述，

此次家电下乡补贴政策与苏州实际不太相符，对扩大农村消

费、扩大内需作用有限。如果扩大补贴家电种类，而且放开

价格限制，也即农民可以 根据家庭实际需求自由选择购买家

电，那么改革势必会大量增加财政补贴资金，而且导致补贴

金额事先无法估计。为减少这种不确定性、防范财政风险，

就需要改革补贴方式。此外，定率补贴（补贴金额= 家电实

际购买价格 ×13% ）做法，将导致基层财政部门工作量增加。

因此，建议改定率补贴方式为定额补助。无论农户购买何种

家电、何种价格，只补助一个固定的金额（例如 300元）。这

样既可以减少基层财政部门的工作量，又可以有效控制财政

补贴金额（最大补贴金额=补贴定额 ×购买的农户数）。

三是合理界定补助对象。家电下乡补贴最终要落实到

具体的农户身上，因而合理界定受益对象显得尤为重要。此

次江苏省家电下乡政策规定的补贴对象为本省具有农业户

口并购买补贴类家电产品的所有人员。虽然从 表面上看，这

样的界定很 清楚，但具体到各地区而言，实际操作有一定

的困难。近年来，各地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已有 12个

省（区、市）相继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性

质划分，统一了城乡户口登记制度，统称为居民户口。苏州也

已逐渐淡化了这种划分。要真正扩大内需，以收入水平确定

补助对象划分显得比较科学。一般而言，收入水平低的人

消费能力就差一些。因此，家电下乡政策应以农村困难人群

为主，在此基础上可以 扩大到城市低收入人群，这两部分

人群民政、社保部门都有相关的资料，比较容易获取。

四 是充分发挥补助对象消费自由选择权。经过招标，

江苏省确定了20 家流通企业承担家电下乡销售任务，农户

要享受补助，只能在规 定的 20家企业内购买。众 所周知，

每个农户对家电的偏好是多种多样的。要扩大内需，就要充

分尊重补助对象的自由选择权，没有必要人为加以限制。实

践证明，政府定点、制约补助对象选择权，就有可能产生腐

败，而且人为增加工作量和成本。

（作者单位 ：江苏省苏州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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