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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先涨价后打折”，国家补贴被“截胡”

一、热点概述

在国家推行绿色家电补贴政策时，规定购买指定节能家电可享 200 - 1000 元不等补贴。部分不良

商家动起歪脑筋，为套取补贴无所不用其极。他们与职业 “刷单客” 勾结，制造虚假销售记录，如某

家电卖场虚构 50 笔某品牌空调销售订单，骗取补贴 3 万余元；还有商家玩 “一机多卖” 把戏，同

一台家电先卖给消费者 A 申报补贴，再退货翻新卖给消费者 B 再次申报，像某地区查处的案例中，一

商家用 20 台冰箱反复操作，骗取补贴 4 万元。这些行径不仅使国家财政资金大量流失，还扰乱市场

正常供需，让真正有需求消费者可能买不到补贴商品，破坏公平竞争环境，阻碍产业健康发展。

二、答题素材

1.事实（举例）论证：

（1）在 2009 年至 2011 年家电以旧换新政策实施期间，广东部分商家用废旧家电零部件拼凑成

整机，冒充旧家电进行以旧换新交易，套取国家给予的家电补贴资金，每户商家骗取补贴金额从数千元

到数万元不等，涉及商家数量较多，骗取补贴总额较大……

（2）湖北省 2024 年的家电以旧换新活动中，有 5 家公司及其线下门店被查出存在骗补、套补和

突击涨价等行为。这些商家先将家电产品价格提高，然后再以打折的名义参与以旧换新活动，套取国家

补贴资金，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和国家政策的实施效果。湖北省商务厅对其开出首张罚单，取消了这些公

司及其线下门店的家电以旧换新活动销售实施企业资格……

（3）在某地区实施购买数码产品给予补贴的政策期间，有消费者反映，某品牌手机专卖店在活动

前将部分手机的售价提高了几百元不等，然后在活动期间以 “打折” 的形式吸引消费者购买，同时套

取国家给予的购买数码产品补贴资金。消费者原本以为能够享受到较大的优惠，但实际支付的价格与未

涨价前相差无几，而商家却骗取了国家补贴……

2.对策建议：

（1）增强消费者意识。监管部门要 “长牙齿”，加大惩处力度，对 “先涨后折”、骗补商家课

以重罚，提高违法成本……

（2）规范商家行为。行业协会、商会发挥引领，制定自律公约，约束成员诚信经营……

（3）强化监管执法。加强对中药餐饮市场的监管，制定严格的食品安全标准和卫生规范；加大对

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建立健全投诉举报机制……

3.原因分析：

（1）商家逐利忘义。在市场经济浪潮下，部分商家将利益追逐置于首位，忘却商业基本道德与诚

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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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监管存在漏洞。监管部门面临艰巨任务，市场主体海量、交易行为复杂，政策执行过程中易

现缝隙……

（3）消费者维权难。网红博主、美食达人的推荐分享，引发年轻人的广泛关注和跟风尝试……

4.危害分析：

（1）消费者信任受损。经济利益受损，对商家信任崩塌，购物热情锐减，消费愈发谨慎……

（2）市场秩序易混乱。破坏公平竞争生态、劣币驱逐良币，行业陷入恶性竞争漩涡……

（3）政策落实遭阻碍。让政府公信力蒙尘，后续政策推行遇民众质疑，政策落地生根难……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不断加力，一些不法商家却借机“薅”起了补贴的“羊毛”。

比如，先涨价后降价、虚开发票“骗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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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原因－对策－总结结

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破题：

国家推行的绿色家电补贴政策，无疑是着眼于推动绿色发展、助力产业优化升级、为民众谋福祉的

有力举措，恰似一场 “及时雨”，本应润泽节能环保家电领域，促使其蓬勃发展，让广大消费者畅享

实惠。然而，现实中不良商家的骗补行径，无情侵蚀着政策的美好愿景，亟需各方高度关注并合力整治。

第二步——危害：

其一，国家财政资金遭遇失血。这些被不法商家骗取的补贴款项，本可作为滋养民生改善、产业深

耕的 “养分”，投入到教育、医疗、科技创新等诸多关键领域，如今却被不法之徒中饱私囊，极大削

弱了政府在其他重点民生工程方面的资金投入力度，拖慢社会整体进步步伐。

其二，市场正常秩序被扰乱。 虚假销售数据如同 “烟雾弹”，误导生产企业对市场真实需求的判

断，或盲目扩张产能导致产品积压，或错估形势减产错失良机；而消费者这边，满心期待购买补贴家电，

却常常面临有价无货的尴尬，正当消费需求被无情漠视。

其三，公平市场生态遭破坏。诚信守法经营的商家，在成本把控、市场开拓上，因竞争对手的不正

当手段而落于下风，“劣币驱逐良币” 效应显现，长此以往，整个家电产业的健康发展根基被动摇，

上下游产业链也难免遭受池鱼之殃，陷入发展困境。

第三步——原因：

第一，商家逐利忘义。商家被贪婪本性蒙蔽心智。在补贴政策的 “诱惑” 面前，利欲熏心，妄图

投机取巧、空手套白狼，挣得盆满钵满，将商业道德与法律规范抛诸脑后，肆意践踏市场规则底线。

第二，监管存在漏洞。补贴发放审核流程往往侧重于书面材料的形式审查，对销售行为是否真实发

生缺乏深度核实手段；各部门之间仿若 “信息孤岛”，数据共享迟滞，让商家的 “一机多卖” 伎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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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可趁之机；再者，市场监管部门日常巡查走马观花、抽检频次稀疏，难以敏锐洞察隐蔽性极强的刷

单、骗补 “小动作”。

第三，违法成本低廉。违法成本低廉也是关键诱因，相较于不法商家骗取的巨额补贴，现有处罚措

施不过是 “隔靴搔痒”，根本无法形成强有力的震慑，使得他们心存侥幸、屡屡铤而走险。

第四步——对策：

第一，夯实诚信 “基石”。加快推进诚信体系建设步伐，将骗补商家纳入失信黑名单，在信贷融

资、市场准入、项目招投标等多个关键领域设置 “禁入门槛”，全方位压缩其生存空间，让失信者寸

步难行。

第二，奏响宣传 “号角”。充分借助各类媒体平台、行业协会力量，面向商家深入解读政策初衷，

明晰法律责任边界；面向消费者普及识别骗补套路技巧，广开举报渠道，激发全民监督热情，营造风清

气正的市场环境。

第三，筑牢监管 “防火墙”。补贴发放部门需携手市场监管、税务等多部门，构建全方位协同核

查网络，借助大数据 “慧眼”，深度比对线上交易流水、线下销售台账、物流配送轨迹、资金转账明

细等关键信息，精准锁定异常交易线索；针对大额补贴申报，加密实地核查频次，派遣专业人员深入家

电卖场、仓库一线，实地盘点库存，核实销售实情。高举法治 “利剑”，持续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一

旦查实骗补行径，不仅全额追回补贴款项，还要课以数倍罚款，对涉嫌刑事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

以严刑峻法让不法商家望而却步。

第五步——总结结尾：

绿色家电补贴政策肩负着推动绿色转型、福泽民生的神圣使命，绝不容许不良商家的黑手肆意玷污。

唯有各方凝聚合力，瞄准短板精准发力，强化监管、严惩不贷、防微杜渐，方能匡扶政策正轨，确保财

政资金流向正途，为家电产业扬起远航风帆，助力绿色家电稳稳扎根千家万户，达成经济腾飞、社会和

谐、环境友好的多赢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