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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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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通知。该通知

指出：“推动大规

模设备更新和消

费品以旧换新是

加快构建新发展

格局、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举

措，将有力促进

投资和消费，既

利当前、更利长

远。”

6 月 12 日上

午，宁波市政府新

闻办举办新闻发

布会，介绍宁波市

推动大规模设备

更新和消费品以

旧换新实施方案

总体情况，提出

坚持市场主导、

政府引导，标准

引领、持续提升，

全面推进、重点

突破，优化供给、

扩 大 市 场 等 原

则，推动“双新”工

作取得实效。

为什么要更

新换新，背后有

着怎样的经济规

律？在此，我受邀

和同学们聊聊。

大

讲

堂

主讲人
宁波市效实中学

冯琪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以旧换新”这
一词并不陌生，2008年，我国为扩大内
需，促进内需和外需的协调发展，曾推
行了持续几年的“家电下乡”，“家电下
乡”实际上就是以旧换新——国家运用
财政政策对农村居民进行补贴，鼓励他
们更新洗衣机、彩电等家电产品。如今
10多年过去了，国家的经济实力比起当
年有了较大的提升，因此，国务院此次
推出的以旧换新，财政支持的力度更
大、涉及面更广、受益者也更多。

国务院何以在此时推出大规模
的以旧换新方案？这显然与当前形势
相关。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要实现国民经
济的平稳发展，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
求之间要保持基本平衡。大家不难想
象，如果普遍地存在严重的供大于求，
那么大量企业的再生产就难以为继，失
业人数就会飙升，进而引发严重的社会
问题。为此，国家的宏观调控就不可或
缺。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
的正确领导下，我国在国际社会持续推

进“一带一路”，开拓国际市场，同时，在
国内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出以旧换
新，以提振内需。

各国经验表明，在宏观调控这一工
具箱里，财政政策这一工具从实施到发
挥作用的时间比较短，国家通过价格补
贴鼓励企业、民众更新生产设备或消费
品，能够比较迅速地刺激消费、扩大生
产，以实现一定时期的经济繁荣。对此，
经济学家梁小民曾用一个案例巧妙地
阐述了以旧换新的神奇力量：“商店一
块玻璃碎了，店主花1000元买一块玻
璃换上。玻璃店老板得到这1000元收
入，假设他支出50%用于买衣服，衣服
店的老板得到500元的收入。再假设衣
服店的老板支出这笔收入的50%，即
250元用于买食物，食品店的老板有了
250元收入又要支出125元……如此一
直下去，你会发现，最初是商店的老板
支出1000元，但经过不同行业老板的
收入与支出行为之后，总支出增加到
2000元。”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因

为国民经济的各部门之间是紧密相
联，环环相扣的。一个部门的产品就是
另一个部门的消费品，因此一个部门
的支出也必然是另一个部门的收入。
一个部门收入和支出增加，会引起另
一个部门收入和支出的增加。由于国
民经济的部门众多，因此，如此循环下
去，最后增加的收入和支出一定大于
最初的收入和支出，或者说，最终的支
出是最初支出的倍数。

考虑到中国是一个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最初支出（类似商店老板的支出）
的数额是巨大的，最终支出的数额也必
然是天文数字，这样就能够较好地扩大
社会总需求，使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保
持基本平衡，以实现国民经济的平稳运
行。事实胜于雄辩，当年我国实施的“家
电下乡”政策推动了社会消费的高速增
长，加快了城市消费结构升级步伐，拉
动了经济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
中国在当时率先走出世界金融危机的
阴影。由此，我们也更加坚信当下推行
的以旧换新政策的合理性。

我们要清晰地看到，很多事情在理
论上虽然能够自圆其说，但现实却不总
是让人满意。天下人都知道并认可上述
经济学道理，不少国家也将此落到实
处，通过财政鼓励以旧换新，但是往往
只能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国民经济的平
稳运行，最终还是无法彻底摆脱经济发
展的周期，国民经济不可避免地出现周
期性的经济衰退，这又如何解释？

不少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研究后
发现，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的发
展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而且越接
近当下，创新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就
越大。需要指出的是，创新不仅是科技
的进步，还意味着不断地从内部革新
经济结构，即不断地打破旧的稳定的
经济结构，进而形成新的稳定的经济
结构，而新的经济结构即我们所努力
追求的“产业升级”，如此循环往复，不
断前进。这就是经济学上著名的“创造
性破坏规律”，它让人深刻领悟“创新
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这一论断的
科学性。

然而这一循环往复，不断前进的过
程并不舒坦，在这个过程中，落后的产能

和产品不断地被淘汰，随之较多的企业
破产、失业人数也增加。由此我们联想到
中国，中国是一个深度开放的、体量庞大
的市场经济体，在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
长之后，正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因此，
当经济出现下行压力较大等困难，这其
实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所必须经历的阵
痛，是经济发展规律使然，我们没有必要
将当前的困难视为洪水猛兽，相反，这是
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契机。众多事实
表明，更多的创新是发生在经济发展比
较困难的时期，彼时，市场会更强烈地催
生出新一代领军产品。而这一领军产品的
生产和消费往往能推动经济走向繁荣，正
如马克思所说，固定资本的更新是资本主
义走出危机的契机。这里所说的固定资本
的更新，绝不是一模一样的机器设备以旧
换新，而是随着技术和产品的创新，固定
资本也必须更新换代了。当然，我国是以
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会产生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但也实行市场经济，
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所以某种形式的
经济周期也会出现，也同样会以马克思所
说的方式克服经济发展的困难，进而迎来
经济的繁荣。因此，面对当前经济发展的

一些困难，我国政府抓住良机调整经济结
构，让该淘汰的淘汰、该破产的破产，激励
创新，以实现习总书记所说的“加快形成
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

由此可见，从长远看，一个国家经
济的持久发展依赖创新，需要重新配置
资源、调整产业结构和企业转型。从这
个意义上说，一个国家如果仅仅在需求
侧推行“以旧换新”，虽然能够在一定的
程度上刺激生产，促进经济增长，但是
这仅仅是眼前的苟且，绝非发展之“王
道”，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重创
新，发展新质生产力才是诗和远方。然
而话又得说回来，人毕竟生活在当下，
如果今天都过不去，何谈诗和远方。转
型升级的过程毕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代价也不轻，我国虽然要承受这种代
价，但是要努力减轻这一转型对企业和
民众的冲击，因此我国在坚持改革，为
创新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的前提下，同
时也要运用积极财政政策推进以旧换
新，坚持把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
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保持社会稳
定中推进改革发展。

以旧换新，加快消费结构升级步伐

以旧换新，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为什么要推行为什么要推行
““以旧换新以旧换新””

成长 周刊
WEEKLY

现代金报
2024年6月18日 星期二 责编：张亮 万建刚 美编：周斌 审读：邱立波

A06

B

市民正在选购家电。宁波京东MALL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