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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大数据杀熟”
不应靠消费者自救

新华社贵阳 6月 18日电 随着年
中大促“618”到来，各大网络平台纷
纷推出促销活动，“大数据杀熟”又成
为令消费者头疼的问题。近日，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向各类电商平台企业
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
要求平台规范促销经营行为，杜绝

“大数据杀熟”等违法行为，传递出持
续整治相关乱象的坚定决心。

从机票、酒店价格“越搜索越
贵”，到某些电商平台给老客户的消
费券越发越少，如今在一些直播间，
老用户下单价格比新用户还高。“大
数据杀熟”花样频出、领域不断扩展，
更有一些平台和商家被处罚后沉寂
几日，便又和监管打起“游击战”。

“大数据杀熟”缘何难禁绝，甚至
部分平台和商家顶风作案？背后还
是高额利润驱使。平台有足够的动
力不断更新算法以回避监管、让“杀
熟”的手段更加隐蔽；不少商家急于
捞笔快钱，认为忠诚度越高的用户溢
价空间越大，把消费者当韭菜、把投
诉当耳旁风。

面对“大数据杀熟”，一些消费者
不得已试图“用魔法打败魔法”，对平
台“哭穷”或注销账号假装新用户来

“反向驯化”大数据，但这些做法的实
际效果可能有限。

整治“大数据杀熟”，不应靠消费
者自救，更不能满足于冒了头再打。
平台要严格落实信息公示义务，加强
算法合规管理，提升线上经营行为透
明度和公平性。相关部门也应主动
作为，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搭建相关
案例库，并据此完善政策法规，建立
有效整治“大数据杀熟”的长效机制，
保持监督利剑高悬。

平台和企业也应该明白，技术应
被用于提高服务水平、提供新的消费
体验，而不是算计消费者，“多赚一单
是一单”的侥幸心理不能要。不耍

“小聪明”、不玩“小算计”，真正尊重
消费者的企业，才能走得长远。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落地的
相关链条长、环节多。在 6月初推
出的“中国经济圆桌会”访谈中，国
家发展改革委综合司副司长丁琳
在介绍扩内需的一系列政策举措
中提及，将加快消费品以旧换新资
金下达。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多地积极
优化完善政策流程，着力减轻参与
企业垫付补贴资金的压力，创新工
作举措，提升消费者的体验感和获
得感。

多位专家学者表示，自去年实
施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已成
为促消费、扩内需的重要发力点。

在湖北，截至6月11日，今年全
省3C数码、家电、厨卫、电动自行车
等以旧换新产品总销售量 3358.15
万台，累计带动销售总额 414.83亿

元；在辽宁，全省参与消费品以旧换
新活动的消费者已达 200万人次，
直接拉动消费超过 150亿元……从
各地落地情况来看，政策进展积极、
效应持续显现。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 5月 31
日，2025年消费品以旧换新 5大品
类合计带动销售额1.1万亿元，发放
直达消费者的补贴约1.75亿份。

“从各地实践来看，政策不仅
直接带动相关消费品销售额显著
提升，还积极推动相关消费品结
构升级和相关产业链转型跃升。”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中国财政发
展 协 同 创 新 中 心 副 主 任 姚 东 旻
说，随着后续资金下达、相关制度
持续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
有望继续发挥积极效用、惠及更
多百姓。

部分地区消费品以旧换新“国补”取消了？
记者调查：不存在！提醒：注意辨别饥饿营销

新 华 社 北 京
6月 18日电“618”
期间，线上线下促
销活动持续多日，
消费者对于以旧换
新的热情不减。然
而，社交媒体也出
现一些关于部分地
区 暂 时 无 法 申 领

“国补”的讨论。针
对相关热点话题，
记者在多地进行了
采访。

“国补”暂停？NO！

5月底以来，关于重庆、江苏、湖
北等地“国补”暂时无法领取的讨
论，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关注。

记者查阅云闪付App重庆消费
品以旧换新页面，一则公告提及绿
色智能家电、家装厨卫“焕新”27个
小类补贴资金已使用完毕。

近日在登录淘宝的国补专区
时，记者也看到，江苏省的页面曾出
现“江苏国补活动升级中，升级期间
您将无法领取”的提示。京东国补
专区湖北省的页面也曾出现“湖北
智能家居国补活动升级中”等提醒。

正是基于这些表述，部分网友
开始猜测，一些地方“国补”是否就
此停止？

通过采访多地相关负责部门和
相关负责人，记者了解到，所谓取消

“国补”的情况是不存在的。
记者联系江苏省商务厅市场

运行和消费促进处获悉，江苏消费
品以旧换新政策并未暂停。江苏
此前发布的相关通知明确了“消费
品以旧换新资金实行限额管理、资
格调控”的规定，即“国补”实行限
额管理。

重庆市商务委 5月下旬在其官
网“公开信箱”栏目里回复表示，全
市加力扩围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补
贴政策，市民群众参与积极性高，第
一阶段补贴资金即将使用完毕。目
前，相关部门正在起草第二阶段以
旧换新补贴政策。

湖北省商务厅明确答复记者
称，湖北国补活动贯穿2025年全年，
持续到 12月 31日。“目前家电和数
码3C类产品国补资格券每日限量发
放，先到先得。”湖北省商务厅流通
处工作人员董伟告诉记者。

业内人士表示，少部分地区阶
段性地完善了“国补”政策实施节
奏，实际上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将
持续全年，消费者每月每周都有参
与申领“国补”的机会。最近一些企
业、平台和自媒体借机炒作，搞饥饿
营销，营造恐慌情绪，消费者要特别
注意辨别。实际上，除上述少数地
区外，大多数省份国补优惠活动也
在正常推进。

消费品以旧换新是国家层面部
署推进的一项重要政策。为何各地
执行落地后，“国补”使用情况不尽
相同？

记者通过调研发现，在国家确
定补贴规则“大框架”的基础上，各
地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可以确定国
补落地的“小细节”，如具体如何申
领使用补贴等。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财政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何代欣
认为，少数地区政策实施进度较
快，跟当地消费结构和消费者积
极性有关。“这也说明市场对‘国
补’的需求旺盛，政策激发了消费
活力。”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
策“加力”又“扩围”，不仅增加了手
机、平板、洗碗机等新品类，安排的
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规模也翻了一
番，从去年的 1500亿元增至今年的
3000亿元。

这 3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
再加上地方按比例配套和自行安排
的资金，共同构成了“国补”的资金

来源。
记者了解到，这 3000 亿元是

“切块”分配到地方的。在分配时，
会综合各地区常住人口数量、地区
生产总值、汽车和家电保有量、2024
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及资金执行
情况等因素，资金分配向 2024年消
费品以旧换新工作成效较好的地区
适度倾斜。

今年中央安排超长期特别国
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总
规模是 3000 亿元，这个额度是确
定的。为了让地方合理有序可持
续地使用中央资金，在下达流程
上，今年的 3000 亿元中央资金按
批次下达。

记者从有关部委了解到，今年
1 月和 4 月已分别下达两批共计
1620亿元中央资金，支持地方做好
一、二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
后续还有 1380 亿元中央资金将在
三、四季度分批有序下达，同时地
方也将相应配套和自行安排足够
的地方资金，“国补”还将继续惠及
广大消费者。

以旧换新“加力”又“扩围”

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6月17日，主播在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深广互动直播基地内介绍家电产品“国补”政策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