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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促进电子产品消费的若干措施

电子产品消费是实物消费的重要品类。近年来，电子产品向数

字化、智能化发展趋势明显，由“有”向“优”的消费升级潜力旺

盛，但仍面临换机周期延长、部分群体渗透率偏低、回收渠道不畅

等问题。2022 年以来，受行业周期、国际环境、产业链供应链等多

因素影响，电子产品市场有所走弱，但仍表现出较强韧性。为完善

高质量供给体系，优化电子产品消费环境，进一步稳定和扩大电子

产品消费，现提出以下措施：

一、加快推动电子产品升级换代

1. 加快电子产品技术创新。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

势，推动供给端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促进电子产品消费升级。鼓

励科研院所和市场主体积极应用国产人工智能（AI）技术提升电子

产品智能化水平，增强人机交互便利性。依托虚拟现实、超高清视

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提升电子产品创新能力，培育电子产品消费

新增长点。

2. 打造电子产品消费新场景。鼓励企业创新经营业态，提供主

题空间打造、生活样板间展示、家电使用场景展示等一站式、体验

式、定制化的家庭场景解决方案，推广家庭安防、智慧厨房、智能

睡眠、健康卫浴、空气净化等应用场景。支持企业开展电子产品个

性化设计、反向定制（C2M）、柔性化生产。

3. 着力消除电子产品使用障碍。加大科研领域对方言、特定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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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的语音识别技术投入，优化“声控+语义识别”功能，扩大语音

识别技术覆盖面、便利度，降低农村居民、中老年居民使用门槛。

落实好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方案有关举措，确

保装机量较大的软件及时推出适老化版本。

二、大力支持电子产品下乡

4. 持续推动家电下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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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推进农村地区清洁取暖，提升农村用能电气化水平

和可再生能源比重。因地制宜支持环保灶具、空气源热泵、燃气壁

挂炉、太阳能热水器、家用储能设备等绿色节能家电推广使用。

5. 完善电子产品销售配送体系。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因地制宜

统筹用好县域商业建设行动等相关资金，改造提升县乡家电销售服

务网络。鼓励整合各方资源推动集约化配送，逐步降低大件家电配

送、返修成本。

6. 开展绿色智能电子产品展销活动。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专项展

销推广活动，在县乡合理布设智能家电展示体验店、开展下乡巡展

等活动，提升产品知晓度和渗透率。鼓励电商平台开设绿色智能电

子产品销售专区，通过积分奖励、信用评价等方式，引导消费者购

买绿色智能产品。

三、打通电子产品回收渠道

7. 规范电子产品回收制度。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持续加

强对二手电子产品收购企业的监督检查，相关情况及时向市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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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加大对非法拆解电子产品、非法流通二手零配件的打击力度。

8. 推动集中回收、远程回收。积极推行“互联网+回收”模式，

引导邮政、快递、物流企业阶段性降低个人寄送、回收二手电子产

品成本。统筹现有资金渠道，加强对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建设重点

项目的支持。

9. 合理保障电子产品回收临时场地需求。鼓励各地在社区、街

道合理布置，阶段性增加临时回收点、临时转运堆场供给。

四、优化电子产品消费环境

10. 切实加强隐私保护。加快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法规，严

格落实手机、智能家居、可穿戴设备等电子产品消费者信息保护政

策，加快数据脱敏、合规利用的政策和行业标准制定，依法打击企

业不当利用个人隐私行为。

11. 完善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推动绿色智能家电国家标准研制，

完善绿色智能家电标准体系，积极开展认证。加快建立健全智能电

子产品标准体系，实现不同类型、不同品牌的智能家居和可穿戴设

备等电子产品互联互通。加强缺陷电子产品召回管理。加快推动商

品质量追溯体系建设。

12. 营造绿色消费氛围。加强绿色节能理念的宣传，提升居民

对超期服役家电危害性的认识，帮助算清“节能账”“经济账”“安

全账”，开展绿色电子产品相关标识试点，积极引导消费者更换老

旧家电、高能耗家电。

各地要高度重视促进电子产品消费有关工作，切实加强组织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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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坚持系统谋划、明确责任分工、抓好贯彻落实。发展改革委将

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统筹协调，推动政策尽快落地见效，促进电子产

品消费持续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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