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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话题

汽车、家电以旧换新政策自2009
年 6月实施以来，政策力度不断加大，
各级财政积极落实补贴资金，取得了
显著成效，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城乡消
费市场，拉动了内需，促进了经济增长。

以家电以旧换新为例，截至今年 4
月，9 个试点省市家电以旧换新销售额
突破 400 亿元，销售新家电 1031 万台，
回收旧家电 1090.8 万台。今年第一季
度销售量、销售额与 2009 年第四季度
相比分别增长了60.9% 和 61.6%。家
电以旧换新的推广实施，改变了以往
废旧家电无序回收处理的状况，防止
了环境污染，促进了再生资源利用。同
时，家电以旧换新还推动了就业增长。
统计显示，家电以旧换新从业人员已
达 30 多万人，在销售、回收、拆解等
企业新增就业人员中，70%以上是农
民工和城市下岗人员。

近日，有关部门明确表示，要把“以
旧换新”作为一项长期政策坚持下去。
对此，笔者认为，尽管以旧换新工作
成绩斐然、不容否定，但深度分析这
项政策的设计内容和社会影响，我们
不难发现 ：它作为面对危机时的应急
之策尚可，而要 作为一项长期财政补
贴政策，则值得进一步商榷。

1.以旧换新政策的受益群体是否
是最需要补贴的人群？

所谓“以旧换新”，首先要有“旧”，
即若干年前这些消费者已经具备了对
汽车、家电的购买能力且已购买 ；其
次要有能力“换新”，虽然补贴可以高
达家电销售价格的 10%，但其余 90%
仍要由消费者自己负担，对汽车的补贴
同样如此。因此，有条件享受以旧换
新政策的人群绝非是那些最需要财政
补贴的低收入 者。从这个意义 上说，
以旧换新政策拉大了人们的消费能力
差距，不利于实现社会公平。今年，以
旧换新政策 在全国推广，相关补贴上

限也都有所提高，这势必进一步放大
该项政策的“马太效应”，影响财政政
策收入再分配功能的发挥。

其实，以旧换新政策的重要意义
在于挽救一大批汽车、家电生产企业，
从而稳定和促进就业，帮助经济企稳
回升、平稳发 展。当各项经济指标向
好后，财政政策应重点解决经济发展
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类 似“ 以旧换
新”这样的“短手武器”则应逐渐淡出。

2.以旧换新政策是否符合资源节
约、低碳环保的要求？

该 项政 策 出台时 提 出的目标包
括促进节能减排和有效利用资源，其
理由是 ：老旧汽车油耗比新车高 5—
10%，特别是“黄标车”油耗比“绿标车”
高 30%，污染物排放量严重超标 ；老
旧家电电耗比新家电高 20—30%。然
而，油耗、电耗标准的降低与实际耗
油量、耗电量的降低并不是同一概念。
例如，有些消费者是用家里闲置不用的
旧电视去换购新电视，这样家里将会
至少有两台电视同时使用，实际耗电
量比以前还要高。类似地，以旧换新
后的汽车，其排气量、使用频率都有
可能提高，从而导致实际油耗量增加。
同时，新汽车、新家电的生产本身就会
耗费大量资源，鼓励消费者提早更换，
实际上是把资源的消费时间提前了，并
将已耗费资源的使用时间缩短了，其本
身并不符合构建节约型社会的要求。
当然，对于“黄标车”而言，由于其油耗
和污染程度远远高于“绿标车”，鼓励
淘汰还是具有积极的环保意义的。

以旧换新的另一重要意义 在于，
加快完善汽车、家电回收拆解处理体
系，使这些资源得到充分有效利用，
促进循环经济发展。但是，鼓励汽车、
家电的回收利用可以不局限于“以旧换
新”。政府应规范整个汽车、家电回收
拆解处理体系的建设，促进回收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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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而不仅仅是鼓励消费者提前
更新其使用产品。

此外，随着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
其管理上的种种漏洞也 逐渐暴露出
来，被人钻了空子。比如，一些人到二
手市场购买大量旧家电，再去指定回收
站换取补贴凭证，而后将补贴凭证在
网上出售，从中牟利 ；一些商家为了多
销售新家电，还主动教顾客到二手市
场买废旧电器，骗取财政补贴，等等。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必须认真
思考以旧换新政策的延续问题。笔者
认为，可以有两个转变方向 ：

1.提供资金专门用于支持废旧家
电回收体系的建设。以旧换新与废旧
家电回收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许多国
家都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了废旧家电
的强制性回收利用办法，并建立了一套
完整的政策体系。以日本为例，其家电
制造商、销售商和消费者在家电回收
利用过程中有着严格的分工——家电
制造商负责建立或租用废旧家电回收
利用工厂；家电销售商负责将废旧家电
收集、运送至回收工厂；消费者则要
承担上述两项措施的费用（目前日本消
费者平均每扔一件电器要支付的费用
大约合 150 元人民币）。我国可以首先
明确废旧家电回收利用的强制性要求，
再由财政补贴相关费用，以促进资源
的回收再利用，减少环境污染，推进
循环经济建设。

2.把以旧换新资金变成向低收入
者发放的实物券。与以旧换新政策相
比，实物券可以直接针对低收入阶层，
满足这个群体的消费需求，并能立刻形
成购买力，这同样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
和拉动消费。同时，在管理方面，该政策
可以与已有的最低生活保障补助信息管
理系统相衔接，以降低监管成本。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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