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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是我国的重大政策部署。今年3月，国

务院发布《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

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7月，国家发展改

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力支持大

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若干

措施》。

加力支持“两新”取得哪些进展？如

何推动政策取得更好效果？国家发展改

革委23日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部

门负责人详解“两新”政策新成效新

举措。

“两新”政策效果不断显现

若干措施提出，统筹安排3000亿元

左右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加力支持大

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赵辰昕介

绍，近两个月，加力支持“两新”的配套细

则全面出台，国债资金全面下达，支持政

策全面启动。截至目前，各部门支持“两

新”的加力措施已经全部启动，各地也配

套出台了一系列细化落实举措。

赵辰昕表示，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

“两新”工作逐步取得明显成效，并还在

不断显现。

设备更新政策持续推进，有效调动

了经营主体更新生产、用能、电梯等各类

设备的积极性。前8个月，设备工器具购

置投资增长16.8%，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

献率达到64.2%，比前7个月提高3.5个

百分点，说明加力政策实施后，8月份的

拉动效果更加明显。

各地以旧换新政策陆续落地，带动

重点消费品销售明显上涨。8月份全国

乘用车零售量为190.5万辆，环比增长

10.8%。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零售额

由降转升，8月份同比增长3.4%。从平

台和卖场情况看，近期家电以旧换新消

费快速增长。

预计全年将实现200万辆
低排放标准乘用车退出

实施标准提升行动是“两新”的重要

方面。赵辰昕说，目前，今明两年拟制

定、修订的294项国家标准已全部立项，

其中70项已完成制定修订，已向社会发

布，涉及能耗能效、污染物排放、安全生

产、电动汽车、家用电器、家居用品、民用

无人机等多个领域。

提高能效水平是消费品以旧换新的

重要方向。赵辰昕介绍，在政策带动下，

8月份新能源汽车零售达到102.7万辆，

环比增长17%，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连续

两个月突破50%。预计全年将实现200

万辆低排放标准乘用车退出。

大力支持重点领域技术改造
和设备更新项目

资金保障是加力推进“两新”工作的

关键环节。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赵

长胜介绍，财政部及时下达超长期特别

国债和设备更新贷款贴息资金。同时，

财政部配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建立

了定期调度机制，密切跟踪政策实施进

展，明确资金使用“负面清单”，要求相关

资金不得用于平衡预算、偿还政府债务

或清理拖欠企业账款、“三保”支出等，并

通过线上监控、线下核查等具体举措，防

止资金挤占、挪用。

中国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司长彭立

峰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将联合国家发展

改革委等部门进一步加大对银行机构和

地方政府的指导督促力度，通过加快贷款

项目的土地、规划、环保、安全等证照办理

进度，将更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涉农主

体的项目纳入备选清单，加大融资担保和

风险补偿支持力度等措施，用好用足科

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大力支持重

点领域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项目。

进一步完善废旧产品设备回
收网络

在废旧物资回收方面，赵辰昕介绍，

针对回收渠道不够完善等问题，国家发

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深入推进垃圾分

类网点与废旧物资回收网点“两网融

合”，提高可回收物分类准确率。截至目

前，全国建成回收网点约15万个，各类大

型分拣中心约1800个，有效解决了过去

回收网点不够、不完善的问题。

他表示，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

会同有关方面，加快构建覆盖各领域、各

环节的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持续畅通

资源回收利用链条，推动实现“去旧更容

易，换新更便捷”。

（据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记者陈
炜伟）

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支持政策全面启动

加力支持“两新”取得哪些进展？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记者王立
彬）自然资源部永久基本农田查询平台

23日正式上线，向全社会提供永久基本

农田查询服务。我国耕地保护实现人人

动“手”的“指尖上的监督”。

公众可通过在微信搜索永久基本农

田查询平台小程序、访问自然资源部官

方网站或者下载自然资源部APP等多种

渠道，便捷、快速地查询到永久基本农田

面积、空间位置等信息。

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在互联网上向社

会提供永久基本农田查询服务，可供查

询范围做到“应公开尽公开”，少量数据

还需要进一步处理和完善，涉及用地审

批、督察执法等事项需向当地县级自然

资源主管部门确认永久基本农田范围，

后续将逐年更新完善，逐步做到全覆盖。

永久基本农田是依法划定并实施特

殊保护的优质耕地，为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发挥重要作用。2022年，自然资源部

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各地开展了新一轮永

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将《全国国土空间

规划纲要（2021-2035年）》确定的15.46

亿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落地落图，

严格管控。

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永久基本农

田经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擅自占用或者改变其用途。

永久基本农田查询平台正式上线，

是对永久基本农田依法实施特殊保护的

重要举措，是对各地已开展的永久基本

农田公布工作的重要补充，可以为广大

社会公众广泛参与、共同监督和保护永

久基本农田提供更多样化的渠道。

公众通过在平台上查询确认耕地

性质，如发现在永久基本农田上开展种

植果树、花卉、挖塘养鱼等活动并改变

耕地性质的，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住宅

或其他建筑物，以及堆放建筑垃圾等破

坏永久基本农田种植条件的，向当地县

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反映，可得到及时

处置。

中国人民银行：
14天期逆回购利率
下调至1.85%

据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记
者吴雨）为维护季末银行体系流动

性合理充裕，中国人民银行23日开

展了1601亿元7天期和745亿元14

天期逆回购操作。其中，14天期逆

回购操作利率降至1.85%。

中国人民银行的公告显示，7

天期和14天期逆回购操作均以固定

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其中，

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为1.70%，与

前次持平；14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

为1.85%，较前次下降10个基点。

此次公告明确提出，公开市场

14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为公开市场

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加15个基

点。专家认为，此举再次向外界表

明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已成为中

国人民银行主要政策利率，有利于

强化7天期逆回购利率的政策属

性，增强政策利率的权威性。

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认

为，临近季末，中国人民银行重启

14天期逆回购操作，向市场释放短

期流动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金融

机构跨月资金需求，保持市场流

动性合理充裕。此前7天期逆回购

操作利率已下调10个基点，此次

14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同步下

调，可使两个品种逆回购利率保

持适当利差。

据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记者赵
文君）据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数据服务中心统计，我国制造业企业

总量突破600万家。

这是记者23日从市场监管总局获

悉的。数据显示，2024年1至8月，我国

制造业企业数量呈现稳健增长态势。东

部地区产业集中度及产业链成熟度优势

明显，制造业企业总量占比最高。中部地

区承东启西、沟通南北区位优势独特，制

造业企业数量增幅最大。我国制造业企

业的规模和质量逐步提升，国家政策促

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效果开始显现。

据统计，截至2024年8月31日，我

国制造业企业总量达到 603 万家，与

2023年底相比增长5.53%，其中与战略

性新兴产业有关的企业51.53万家，占制

造业企业总量的8.55%，与2023年底相

比增长6.35%。

其中，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总量

387.2万家，占我国制造业企业总量的

64.21%。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北等

五省制造业企业合计339.05万家，占我

国制造业企业总量的56.22%。

中部地区制造业企业总量113.39

万家，占我国制造业企业总量的18.8%。

2024年1至8月，中部地区新增制造业

企业6.97万家，与2023年底相比增长

6.55%，与其他地区相比增幅最大。

西部地区制造业企业总量75.59万

家，占我国制造业企业总量的12.54%。

东北地区制造业企业总量26.83万

家，占我国制造业企业总量的4.45%。

自然资源部永久基本农田查询平台上线

我国耕地保护实现“人人动手、指尖监督”

我国制造业企业总量突破600万家

中秋假期，天津市老城厢商圈的京东MALL超级体验店推出“以旧换新 4重补
贴”等优惠，吸引众多顾客前来消费。 新华社记者赵子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