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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以旧换新焕发内需潜力

一、热点概述

2024 年，以旧换新成为激发市场活力、推动消费升级的重要举措。从国家层面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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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了多项重点任务，并安排了大量资金支持。

各地也积极响应，出台了一系列补贴政策，如山东省对个人消费者购买高效能家电给予高达 20%的补贴，

河北邯郸市全面启动涵盖汽车、家电等多领域的以旧换新活动等。这些政策旨在通过鼓励消费者以旧换

新，推动汽车、家电等行业的发展，进而焕发内需潜力，促进经济增长。

二、答题素材

1.事实（举例）论证：

家电行业：据人民网报道，湖北省随州市随县村民贺从胜因以旧换新补贴，将家里结冰严重、能耗

大的冷柜换成无霜冷柜，节省了 359.8 元。山东省商务厅等四部门联合推出家电以旧换新实施方案后，

家电市场繁荣，某电器卖场洗衣机、冰箱等家电产品的销量较活动前实现翻番增长。

汽车行业：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 11 月 18 日 24 时，全国汽车报废更新申请量、汽车置换更新申

请量均已突破 200万份，累计超过 400万份，日均补贴申请量持续保持在高位。广东省东莞市货车司机

罗洪章师傅参与货拉拉以旧换新的置换补贴活动，换购了新的中型面包车，预估每月跑车成本降低 80%

左右。

电商平台：2024年“双 11”，以旧换新成为电商平台促销活动的重头戏。某店商品台百亿补贴 2600

元消费券专区，部分家电产品叠加享受国家以旧换新补贴福利，价格实现多重优惠，其他电商平台也纷

纷将以旧换新活动置于页面和搜索的显著位置。

2.道理论证：

满足消费升级需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产品的品质、功能、环保等方面有了更高

的要求。以旧换新政策为消费者提供了更换更高端、更智能、更环保产品的机会，满足了消费升级的需

求，从而激发了消费潜力。例如，消费者可以用旧家电换购节能家电，享受更好的使用体验，同时也为

环保做出贡献。

降低消费成本：购买新产品往往需要较高的费用，这对于一些消费者来说可能是一个负担。以旧换

新政策通过给予补贴、优惠等方式，降低了消费者购买新产品的成本，使消费者更容易接受和愿意进行

消费升级，进而促进了内需的释放。比如消费者在以旧换新购买洗衣机时，通过补贴和让利，能以更实

惠的价格获得新产品。

推动产业升级：以旧换新政策促使企业加大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投入，推动产业升级和产品质量提

升。企业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需要不断推出更符合消费者需求的新产品，提高生产效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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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从而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例如，汽车企业通过以旧换新活动，

加速产品更新换代，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促进资源循环利用：以旧换新过程中，回收的旧产品可以进行有效的资源循环利用，减少资源浪费

和环境污染，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赢，推动可持续发展。如旧家电经过正规渠道回收后，可实

现环保拆解和再回收，转变为拆解金属、再生塑料等，进入循环利用的下一阶段。

增强市场信心：政府出台以旧换新政策，表明了对市场的支持和对消费的鼓励，这给消费者和企业

都带来了信心。消费者更愿意进行消费，企业也更有动力扩大生产和投资，从而促进市场的活跃和内需

的增长。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2024年，以旧换新成为激发市场活力、推动消费升级的重要举措。从国家层面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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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了多项重点任务，并安排了大量资

金支持。各地也积极响应，出台了一系列补贴政策。对此，你怎么看？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热点现象类）——答题结构【点题/破题-意义-担忧-过渡-对策-总结

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破题：

以旧换新政策在 2024年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策略，具有多方面重要意义与深远影响。

第二步——意义：

从宏观层面来看，它有力地推动了消费升级。在现代社会，科技飞速发展促使产品迭代加速，消费

者对于高品质、智能化、节能环保的产品需求日益增长。以旧换新政策为消费者提供了资金补贴和便捷

的置换途径，降低了他们更换新产品的成本和门槛，从而激励更多人将旧有、相对落后的设备和消费品

更新为更先进的产品，这不仅直接提升了个人生活品质，更在整体上带动了相关产业的产品结构优化和

技术创新，推动整个产业链向高端化迈进。

从微观层面而言，该政策显著激发了市场活力。一方面，对于消费者来说，手中闲置的旧产品能够

通过置换获得一定价值，从而增强了他们的消费意愿；另一方面，企业则获得了更多的销售机会和市场

份额，促进了企业的生产扩大与效益提升，为企业在研发、生产、销售等环节的持续投入提供了资金保

障，有利于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进而带动就业岗位的增加与稳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促进经济的繁

荣发展。

第三步——担忧：

然而，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也可能存在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

首先是补贴资金的落实与监管难题。大量的补贴资金需要精准、及时地发放到消费者和企业手中，

这对政府部门的资金管理和发放流程提出了极高要求。一旦出现资金发放延迟、错发或被挪用等情况，

不仅会影响政策的实施效果，还可能引发公众对政策的信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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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旧产品的回收与处理环节面临挑战。如何建立高效、环保且规范的回收体系，确保旧产品能

够得到合理的拆解、再利用或妥善处置，避免因回收渠道混乱而导致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以及消费者

权益受损等问题，是需要重点关注的方面。

此外，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公平性也值得考量，例如不同地区、不同企业以及不同消费者群体之间是

否能够平等地享受到政策优惠，防止出现个别企业或个人利用政策漏洞谋取私利的现象。

第四步——过渡：

为了确保以旧换新政策能够顺利实施并达到预期效果，需要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对策。

第五步——对策：

第一，在补贴资金管理方面，政府应建立健全严格的资金监管机制，利用信息化手段实现补贴资金

的全流程跟踪与透明化管理，确保资金流向清晰、发放及时准确。

第二，加强对回收体系的规划与建设，鼓励有资质、有实力的企业参与旧产品回收业务，通过制定

统一的回收标准、规范回收流程以及加强对回收企业的监管，提高回收环节的效率和环保水平。

第三，还需制定完善的政策细则，明确各方责任与义务，加强对政策执行过程的监督检查，严厉打

击违规行为，保障政策的公平公正实施。

第六步——总结结尾：

综上所述，2024 年的以旧换新政策是应对当前经济形势、激发市场活力与推动消费升级的关键举措。

虽然在实施过程中可能面临一些挑战，但只要通过合理规划、有效监管与完善执行，充分发挥政策的积

极作用，就能够有效焕发内需潜力，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提

升的双赢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