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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日前，国务

院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以旧换新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

案》）。《行动方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和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部

署，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坚持市场为主、政府引导，鼓励先

进、淘汰落后，标准引领、有序提升，实施

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回收循环利

用、标准提升四大行动，大力促进先进设

备生产应用，推动先进产能比重持续提

升，推动高质量耐用消费品更多进入居

民生活，畅通资源循环利用链条，大幅提

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水平。

《行动方案》提出，到 2027 年，工业、

农业、建筑、交通、教育、文旅、医疗等领

域设备投资规模较 2023 年增长 25%以

上；重点行业主要用能设备能效基本达

到节能水平，环保绩效达到 A 级水平的

产能比例大幅提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关键工序

数控化率分别超过 90%、75%；报废汽车

回收量较 2023 年增加约一倍，二手车交

易量较 2023 年增长 45%，废旧家电回收

量较 2023 年增长 30%，再生材料在资源

供给中的占比进一步提升。

《行动方案》明确了 5方面 20项重点

任务。一是实施设备更新行动。推进

重点行业设备更新改造，加快建筑和市

政基础设施领域设备更新，支持交通运

输设备和老旧农业机械更新，提升教育

文旅医疗设备水平。二是实施消费品

以旧换新行动。开展汽车、家电产品以

旧换新，推动家装消费品换新。三是实

施回收循环利用行动。完善废旧产品

设 备 回 收 网 络 ，支 持 二 手 商 品 流 通 交

易，有序推进再制造和梯次利用，推动

资源高水平再生利用。四是实施标准

提升行动。加快完善能耗、排放、技术

标准，强化产品技术标准提升，加强资

源循环利用标准供给，强化重点领域国

内 国 际 标 准 衔 接 。 五 是 强 化 政 策 保

障。加大财政政策支持力度，完善税收

支持政策，优化金融支持，加强要素保

障，强化创新支撑。

《行动方案》要求，各地区、各部门

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完善工作

机制，加强统筹协调，做好政策解读，营

造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

换新的良好社会氛围。

国务院印发

《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

3月 14日起，中国将对瑞士、爱尔兰、

匈牙利、奥地利、比利时、卢森堡 6个国家

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这是继

本月 1日中泰互免签证协定正式生效后，

中国免签“朋友圈”实现再次扩容。

根据相关安排，2024 年 3 月 14 日至

11 月 30 日期间，瑞士等 6 国持普通护照

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和

过境不超过 15 天，可免签入境。上述国

家不符合免签条件人员仍需在入境前

办妥来华签证。

截至 3月初，中国已同 157个国家缔

结了涵盖不同护照的互免签证协定，同

44 个国家达成简化签证手续协定或安

排。算上新加坡、安提瓜和巴布达、泰

国这 3 个今年以来同中国签署互免签证

协议的国家，已有 23 个国家同中国实现

全面互免签证安排。此外，还有 60 多个

国家和地区给予中国公民免签或落地

签待遇。

瑞士商人利昂在日内瓦经营着一

家 旅 游 服 务 公 司 ，有 不 少 中 国 合 作 伙

伴。他说，中国对瑞士免签生效之后，

到中国拜访朋友或是洽谈合作会更方

便了。“相信会有更多瑞士人和我一样，

打算去中国走走转转。”

一段时间以来，中方持续推出多项

来华签证优化措施，包括减少签证申请

表填报内容、阶段性调减签证费、简化

来华留学审批手续、免采部分申请人指

纹、免签证预约、对部分国家试行免签

政策等，进一步破解外籍人员来华的难

点、堵点。

今年春节期间，中国入境旅游人数

达 323 万人次，法国、德国、马来西亚、新

加坡等可免签入境中国的国家游客增

长明显，上述国家春节入境游订单总量

较 2019年同期翻番。

中 方 还 持 续 推 出 一 系 列 实 招 ，让

“老外”们生活方便、宾至如归——

为更好满足包括外籍来华人员在

内群体多样化的支付服务需求，《关于

进一步优化支付服务提升支付便利性

的意见》于 3 月 7 日正式发布，在改善银

行 卡 受 理 环 境 、持 续 优 化 现 金 使 用 环

境、提升移动支付便利性等方面提出一

系列要求。

此外，针对外籍来华人员在使用移

动支付方面遇到的相关实际问题，中国

人民银行指导支付宝、财付通优化业务

流程，提高境外银行卡绑卡效率；在切

实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同时，简化身份

验证安排；指导主要支付机构将外籍来

华人员使用移动支付的单笔交易限额

由 1000 美元提高到 5000 美元，年累计

交易限额由 1 万美元提高到 5 万美元。

“食、住、行、游、购、娱、医”等与人

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种种场景里，一个个

打通“最后一公里”的小举动，折射出不

断提升国际化服务水平、促进中外民间

交往的考量。

“持续提升中外人员往来和外籍人

员在华生活便利度，照顾到了中外交往

中人们的实际需求，具有很强现实针对

性，也符合世界融合发展的潮流趋势。”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晖

说，这些利好消息的释放和相关工作加

速推进，再次彰显中国加强开放合作的

姿态和诚意。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中国向

世界宣示一系列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加强国际交往合作的务实举措——

加大吸引外资力度，推进落实支持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办好

进博会、服贸会、消博会、链博会等国际

合作平台，举办中非合作论坛新一届会

议……携手并进、互利共赢的光明图景

中，中国同世界各国合作的“蛋糕”必将

越做越大。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杨

明杰表示，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不稳

定性和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中国传

递的开放合作强信号为推动世界共同

发 展 注 入 了 更 多 动 力 和 宝 贵 的 确 定

性。“中国与世界市场的关系将更为紧

密、多彩。”

连日来，国际媒体、学者纷纷表达

对中国开放发展前景的信心：“中国进

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为全球合作伙伴提

供增长机遇”“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

供新机遇，这符合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

的强烈愿望”……

从 春 天 起 笔 ，一 个 活 力 升 腾 的 中

国，将写下更多与世界相互交融、彼此

成就的精彩故事。

（新华社北京 3月 13日电 记者 王

宾 许可 史竞男 任沁沁 朱超 伍岳）

再添6国

免签“朋友圈”扩容传递中国开放强信号
新华社记者

在 3 月 15 日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即将到来之际，各

地开展相关活动，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提高人们的

消费安全意识。

▶图为 3 月 13 日，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乾元镇

中心小学，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向学生们传授如何辨识

消费品。

新华社发（倪立芳 摄）

◀图为 3 月 13 日，

在 江 苏 省 淮 安 市 洪 泽

区高良涧街道，消防员

为 市 民 普 及 消 防 产 品

知识。

新华社发（殷潮 摄）

迎接“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图为 3 月 13 日，

在 湖 北 襄 阳 尹 集 白 云

广 场 ，民 警 在“ 反 诈 集

市”上向市民科普反诈

常识。

新华社发（李旭晖 摄）

国务院印发的《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

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13 日对外发布。行动

方案有何重大意义？有哪些重点任务？如何

保障行动方案有效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有

关负责人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行动方案出台有何背景和重要意义？

答：党中央、国务院着眼于高质量发展大

局，作出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

新的重大部署。

我国是制造业大国和人口大国，2023 年，

工业、农业等重点领域设备投资规模约 4.9万亿

元，随着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设备更新需求

会不断扩大，将是一个年规模 5 万亿元以上的

巨大市场。同时，2023 年底民用汽车保有量达

到 3.36 亿辆，冰箱、洗衣机、空调等家电保有量

超过 30 亿台，汽车、家电更新换代也能创造万

亿元规模的市场空间。

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可以推动先进产能比重持续提升，使得高质量

耐用消费品更多进入居民生活，既能促进消

费、拉动投资，也能增加先进产能、提高生产效

率，还能促进节能降碳、减少安全隐患，可以

说，既惠企、又利民，一举多得。

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有

哪些重点任务？

答：行动方案对于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

消费品以旧换新作出了全面部署，重点将实施

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回收循环利用、标

准提升四大行动。

一是实施设备更新行动。重点聚焦工业、

农业、建筑、交通、教育、文旅、医疗等 7 大领域，

围绕节能降碳、超低排放、安全生产、数字化转

型、智能化升级等方向，推进重点行业设备更

新改造。结合推进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

分类推进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领域设备更新，

支持交通运输设备和老旧农业机械更新，推动

教育、文旅、医疗等领域设备更新升级，带动更

多先进设备的生产和应用。

二是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开展汽

车、家电、家居等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促进

汽车梯次消费、更新消费，组织开展全国汽车

以旧换新促销活动，依法依规淘汰符合强制

报废标准的老旧汽车。畅通家电更新消费链

条 ，鼓 励 支 持 消 费 者 以 旧 家 电 换 购 节 能 家

电。通过政府支持、企业让利等多种方式，支

持居民开展家装消费品换新，鼓励企业提供价格实惠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多

样化消费需求。

三是实施回收循环利用行动。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完善废旧产品设备回

收网络，加快“换新+回收”物流体系和新模式发展，提升再生资源回收便利

性。支持二手商品流通交易，加强信用监管，保护消费者权益。有序推进再制

造和梯次利用，鼓励对具备条件的废旧生产设备实施再制造。推动资源高水

平再生利用，持续提升技术水平，推动再生资源加工利用企业集聚化、规模化

发展。

四是实施标准提升行动。用好标准这个“指挥棒”，对标国际先进水平，结

合产业发展实际，统筹考虑企业承受能力和消费者接受程度，加快完善能耗、排

放、技术标准，强化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品产品技术标准提升，完善绿色设计

标准、再生资源回收等标准，推动更多中国产品设备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发展。

问：如何推动行动方案有效落实？

答：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方面，加大财政、金融、税收等

政策支持力度，强化用地、用能等要素保障和科技创新支撑，深入实施四大

行动。

一是组建工作专班。按照行动方案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各有关部

门建立工作专班，推动落实各项重点工作任务，协调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加

强协同配合，强化央地联动，形成工作合力。

二是制定落实方案。各有关部门将陆续制定出台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

造、工业设备更新换代、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领域设备更新、交通运输设备绿

色低碳转型、农业机械设备更新、教育领域设备提升、文旅设备更新提升、医疗

卫生领域设备水平提升、淘汰落后安全生产工艺技术装备等领域的具体政策

或规范，以及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办法和标准提升行动具体方案，不断完善配

套措施。

三是完善政策支持。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中央财政专项资金等各类

资金支持重点领域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和废弃产品回收循环利用。完善

对节能节水、环境保护、安全生产专用设备以及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等税收支持

政策。优化金融支持，发挥好再贷款政策、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等各类金融工具

作用，引导银行机构合理增加绿色信贷。

四是强化创新支撑。聚焦长期困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产业基础、重大

技术装备“卡脖子”难题，积极开展重大技术装备科技攻关。完善“揭榜挂帅”、

“赛马”和创新产品迭代等机制，强化制造业中试能力支撑，加快创新成果产业

化应用。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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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月 13日电（记者 赵

文君）中消协 13 日发布《2023 年 100 个

城市消费者满意度测评报告》。报告

显示，2023 年全国 100 个城市消费者满

意度综合得分为 79.92 分，总体处于良

好水平，33 个城市得分位于全国平均

线之上。

这是中消协连续第 7年发布城市消

费者满意度测评报告。测评将“消费者

满意度”定义为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接受

服务过程中，对消费供给、消费环境和

消费维权的情绪反馈，是以百分制的形

式测度出来的消费者主观感受。

报告显示，100 个被测评城市排名

总体稳定，47 个城市满意度得分提高，

城市得分表现和提升数量均优于 2022

年。无锡、杭州、佛山、苏州、青岛、烟

台、深圳、南京、北京、宜昌分列 100 个

城市消费者满意度综合得分第 1 至第

10 名。连续 7 年的城市消费者满意度

测评结果表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越高的城市，消费者满意度得分相对

更高。

2023 年消费者满意度测评指标体

系由 3个一级指标、17个二级指标和 27

个三级指标组成，在 3 个一级指标中，

“消费供给”“消费维权”得分与 2022 年

相比均有较大提升。

中消协组织第三方专业调查机构

于 2023 年第四季度在 100 个被测评城

市同步开展调查，共计回收消费者有效

样本 61812 个。100 个城市范围包括直

辖市、省会（首府）城市、计划单列市和

部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较高的城市。

中消协将分批次向被测评城市通

报各城市测评具体结果，并组织地方

消协通过专家评议、消费者调研、大数

据分析等方式，对进一步提升被测评

城市消费者满意度进行深入研究，为

推进放心消费环境建设、完善消费者

权益保护体制机制、提升消费者满意

度提供有力支持。

中消协发布 100个城市消费者满意度测评报告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记者 李

恒 董瑞丰）记者 13 日从国家卫生健

康委获悉，国家、省、市、县四级短缺

药品分级应对体系逐步健全和有效

运转，2023 年短缺药品上报信息已全

部实现应对处置，并稳妥做好临床急

需药品的临时进口工作，切实保障群

众用药需求。

据了解，近阶段，国家和省级短

缺药品供应保障工作会商联动机制

各 单 位 以 保 供 稳 价 为 重 点 ，不 断 提

升 短 缺 药 品 分 类 分 级 应 对 处 置 能

力 ，多 维 度 完 善 短 缺 药 品 信 息 监

测。国家卫生健康委依托全国公立

医疗卫生机构短缺药品信息直报系

统 等 监 测 情 况 ，开 展 监 测 预 警 与 定

期通报。国家医保局持续监测国家

短缺药品清单和临床必需易短缺药

品 ，重 点 监 测 清 单 药 品 异 常 高 价 与

配送数据。国家药监局持续采集短

缺 药 品 生 产 供 应 及 停 产 报 告 信 息 。

工业和信息化部依托短缺药品生产

供应监测预警平台开展动态监测与

分析预警。商务部组织部分大型药

品 批 发 和 零 售 企 业 ，密 切 关 注 重 点

药品供需形势。

同 时 ，全 链 条 保 障 短 缺 药 品 稳

定供应。国家药监局持续推进国家

短缺药品清单品种审评审批，开展短

缺 药 品 基 础 信 息 标 记 和 数 据 管 理 。

国家医保局全面落实短缺药品挂网

采购政策，探索开展短缺药品集中带

量采购。工业和信息化部持续支持

小品种药集中生产基地建设，建立中

央 和 地 方 两 级 常 态 短 缺 药 品 储 备 。

生态环境部对于涉及短缺药品原料

药或制剂生产企业环境违法的，依法

采取柔性执法，帮扶企业及时整改。

国务院国资委持续推动国有企业在

短缺药品供应方面履行社会责任，发

挥“蓄水池”功能。国家邮政局持续

推动邮政综合服务平台建设，支持邮

政集团发挥网络优势不断提升医药

配送服务能力。

此外，加强违法违规行为执法力

度。市场监管总局依法查处药品领

域垄断等违法行为，并发挥重大典型

案件的警示教育作用。税务总局进

一步加大对部分医药企业涉税违法

行为的查处力度，规范医药领域税收

秩序。国家医保局根据问题线索和

违法事实，约谈相关医药企业降低涉

及药品价格水平，阻断制造短缺、垄

断涨价的利益链条。

2023年短缺药品上报信息已全部实现应对处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