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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区不得新增汽车限购措施，已实施限购的地区因地制
宜优化汽车限购措施。着力推动全面取消二手车限迁、便利二
手车交易登记等已出台政策落地见效。促进汽车更新消费，鼓
励以旧换新，不得对非本地生产的汽车实施歧视性政策。加大
汽车消费金融支持力度。增加城市停车位供给，改善人员密集
场所和景区停车条件，推进车位资源共享利用。

恢复和扩大消费 条措施出台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
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7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恢复和扩
大消费措施的通知。通知围绕稳定大宗消费、扩大服务消费、促
进农村消费、拓展新型消费、完善消费设施、优化消费环境6个方
面，提出20条具体政策举措，力求长短兼顾、务实有效。

进一步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探索建立消费动
态大数据监测平台系统，开展消费前瞻指数研究和编
制。加快消费信用体系建设等。

全面开展放心消费行动，完善重点服务消费领域
服务标准。依法打击假冒伪劣行为，持续推动创建放
心市场、放心商店、放心网店、放心餐饮、放心景区、放
心工厂，加快形成退换货、质量追溯、明码标价、监管、
评价的放心消费制度闭环，营造放心消费环境。

引导金融机构按市场化方式，加大对住宿餐饮、文
化旅游、体育健康、养老托育、家政服务等的综合金融
支持力度等。

实施消费促进专项投资政策，支持消费基础设施
建设、设备更新改造和关键生产线改造升级，将符合条
件的项目纳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范围等。

结合推进城市更新，强化存量片区改造与支持消
费新场景发展的硬件功能衔接。加强县域商业体系建
设，建设改造一批乡镇商贸中心、集贸市场、农村新型
便民商店，推动重点商贸街巷改造升级等。

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科学布局、培育发展
一批区域消费中心和地方特色消费中心。提升城市商
业体系，推动步行街改造提升，发展智慧商圈，打造“一
刻钟”便民生活圈，构建分层分类的城市消费载体，提高
居民消费便利度。加强社区便民服务，合理布局养老、
托育、餐饮、家政、零售、快递、健身、美发、维修、废旧物
品回收等便民生活服务业态，推进完整社区建设等。

积极发展绿色低碳消费市场，健全绿色低碳产品生
产和推广机制，促进居民耐用消费品绿色更新和品质升
级。广泛开展节约型机关、绿色家庭、绿色社区、绿色出
行等创建行动，反对奢侈浪费和过度消费等。

推进数字消费基础设施建设，丰富5G网络和千兆
光网应用场景。加快传统消费数字化转型，促进电子
商务、直播经济、在线文娱等数字消费规范发展。支持
线上线下商品消费融合发展，提升网上购物节质量水
平。发展即时零售、智慧商店等新零售业态等。

推广浙江“千万工程”经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推动实施乡村民宿服务认证，培育发布一批等级旅游民宿，
打造一批品质民宿。支持经营主体开发森林人家、林间步
道、健康氧吧、星空露营、汽车旅馆等产品，因地制宜打造
一批美丽田园、景观农业、农耕体验、野外探险、户外运
动、研学旅行等新业态，拓展乡村生态游、休闲游等。

深入推进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三品一标”，开发
具有鲜明地域特点、民族特色、乡土特征的产品产
业，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和订单农业，拓宽特色农
产品上行通道等。

大力发展农村直播电商、即时零售，推动电商平
台和企业丰富面向农村的产品和服务供给等。

有条件的地区可对绿色智能家电下乡、家电以
旧换新等予以适当补贴，按照产品能效、水效等予以
差异化政策支持等。

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共建
城市医疗集团和县域医共体等医疗联合体，加强基本
医疗卫生服务，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着力增加高质
量的中医医疗、养生保健、康复、健康旅游等服务。发
展“互联网+医疗健康”，进一步完善互联网诊疗收费
政策，逐步将符合条件的“互联网+”医疗服务纳入医
保支付范围等。

加快审批等工作进度，持续投放优秀电影作品和文艺演
出。优化审批流程，加强安全监管和服务保障，增加戏剧节、音
乐节、艺术节、动漫节、演唱会等大型活动供给。鼓励举办各类
体育赛事活动，增加受众面广的线下线上体育赛事等。

全面落实带薪休假制度，鼓励错峰休假、弹性作息，促进假日
消费。加强区域旅游品牌和服务整合，积极举办文化和旅游消费促
进活动。健全旅游基础设施，强化智慧景区建设，提高旅游服务质
量。鼓励各地制定实施景区门票减免、淡季免费开放等政策。在保
障游客自主选择权的基础上，支持不同区域景区合作推行联票模
式，鼓励景区结合实际实施一票多次多日使用制，更好满足游客
多样化需求。推动夜间文旅消费规范创新发展，引导博物馆、文
化馆、游乐园等延长开放时间，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建设“24小时生
活圈”。打造沉浸式演艺新空间，建设新型文旅消费集聚区。

倡导健康餐饮消费、反对餐饮浪费，支持各地举办美食节，打
造特色美食街区，开展餐饮促消费活动。因地制宜优化餐饮场所延
长营业时间相关规定。培育“种养殖基地+中央厨房+冷链物流+餐
饮门店”模式，挖掘预制菜市场潜力，加快推进预制菜基地建设等。

促进家庭装修消费，鼓励室内全智能装配一体化。推广智能
家电、集成家电、功能化家具等产品，提升家居智能化绿色化水平。
支持可穿戴设备、智能产品消费，打造电子产品消费应用新场景等。

做好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工作，完善住房保障基础性制
度和支持政策，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着力解决新市民、青
年人等住房困难群体的住房问题。稳步推进老旧小区改造，进
一步发挥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在老旧小区改造和老旧住宅电梯
更新改造中的作用，继续支持城镇老旧小区居民提取住房公积
金用于加装电梯等自住住房改造。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
推进城中村改造。持续推进农房质量安全提升工程，继续实施
农村危房改造，改善农村居民居住条件。

落实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支持新能源汽车下
乡、延续和优化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等政策。科学布
局、适度超前建设充电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换电模式推广应用，
有效满足居民出行充换电需求等。

8. 提升健康服务消费

N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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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优化汽车购买使用管理

2. 扩大新能源汽车消费

3. 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4. 提升家装家居和电子产品消费

5. 扩大餐饮服务消费

6. 丰富文旅消费

7. 促进文娱体育会展消费

9. 开展绿色产品下乡

10. 完善农村电子商务和快递物流配送体系

12.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11. 推动特色产品进城

13. 壮大数字消费

14. 推广绿色消费

15. 加快培育多层级消费中心

16. 着力补齐消费基础设施短板

17. 完善消费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政策

18. 加强金融对消费领域的支持

19. 持续提升消费服务质量水平

20. 完善促进消费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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