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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家电下乡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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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随着近年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购买力日益增长，农村已成

拉动内需的重要阵地。2007年底逐步在全国推行的家电下乡政策，是我国

家、农村、企业乃至普通农民而言，都有着积极的意义。但该政策在执行

指出，要确保政策有效执行，并最终实现多方共赢的目标，政府需要针对

有效调整，增强政策回应性，并做好一系列政策配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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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远战略为

机的重要举措。家电产品是我国外贸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出口萎缩的形

剩。在我国城市，家电产品市场已趋向饱和，推动家电消费的空间并不大。但在

提高，农民购买力日益增长，农村已成为家电行业开拓市场的关键，也成

政府于2007年底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家电下乡政策。 

家电下乡政策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是一项有利于多方共

至普通农民，都有着积极的意义。从2007年底政策试行开始到2009年初全

了一定的积极效果。据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12月与2007年同期相比，

长幅度提高了30个百分点。但该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同时暴露出了一些不容忽

将有可能使多方共赢的政策目标沦为空谈。 

家电下乡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一）农民购买积极性不及预期 

政策执行实践中，农民购买下乡产品的积极性与政策预期有一定差距。

方面的，部分农民是由于经济条件限制，没钱购买。虽然下乡家电都有限价和政府

地区正为温饱发愁的农民望而却步。相反，在较发达的沿海地区农村家庭，家

型少、品种单一并没有受到农民特别青睐。另外，还有一些农民对下乡产

次品，担心经销商缺乏诚信，是很多农民普遍的心态。 

（二）经销商积极性不高 

由于下乡家电产品有严格的政府限价，经销商所能获得的利润空间本身就不大。

节众多，还要负责上门安装和产品售后服务，再扣去税款，经销商最后所得利

品在销售过程中被有些经销商形容为“卖多赔多”，经销商销售下乡家电产

润，部分商家采取了违规操作。 

（三）政府补贴程序繁琐 

根据政府规定，农民在指定的销售网点购买下乡产品，要凭身份证原件、

件、产品标识卡及储蓄存折，到户口所在地的乡镇财政部门申报补贴资金。

财政部门审核确认后，将补贴资金通过银行直接拨付到农民储蓄账户上。繁

农民犯难，尤其是在交通不便的地区，农民为获补贴的交通成本甚至比补贴还

天甚至好几个月，才能等到政府补贴到账，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

（四）产品售后服务问题突出 

售后服务是家电产品消费的重要环节。政府家电下乡政策的指向不仅

依赖于产品的售后服务。农村售后服务是每个家电企业售后服务体系的薄弱

修技术人员缺乏，售后维修行为不规范等等是下乡家电产品非常突出的问题

压不稳、电费过高、供水不足等也影响着下乡家电产品的有效使用。 

（五）存在违规操作行为 

政策执行过程中，在各地都出现了一些生产商、经销商甚至农民的违规

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农村社会>>三下乡>> 



好，销售假冒伪劣商品，部分经销商隐藏标识卡以市价出卖、不开发票逃

卖等等不规范行为，干扰了农村家电消费市场的健康运行，影响了家电下

农民消费者对该政策的信心。 

家电下乡政策执行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家电下乡政策在执行中遇到的种种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政策有效性的

其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政策本身因素 

该政策推行初衷是积极的，但在执行中暴露出了其自身设计上的缺陷。首先，政

能最大限度地防止骗补情况，但实践中农民普遍对繁琐的申请补贴程序和漫

贴不够支付农民办理申请补贴的交通费的情况，很多交通不便地区农民因此而放

者考虑不够周全的地方。其次，下乡产品税收制度不够合理。下乡产品经销

款，经销商基本无利可图，这导致经销商对下乡家电热情不高。部分经销

式违规操作。最后，现有政策缺乏对违规操作行为的监管和处罚规定。监

可少的，否则将极易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导致政策扭曲，最

（二）目标团体因素 

家电下乡政策的目标团体毫无疑问是8亿农民。农民对此政策接受与否，

效果。这首先与其购买力、经济条件紧密相关。农民的经济条件能在一定程度上直接

的种类。其次，农民对该政策的接受程度与其利益分析有关。在政策执行中

乡家电并不实惠，甚至购买付出成本要比所获补贴更多。最后，与政策在目

多农民对该政策“不理解、不放心”，不知道能带给自己什么好处，不放心下

能拿到等等，农民这些疑虑都是政策宣传不足的产物，有这些疑虑，农民

（三）环境因素 

政策有效执行需要有良性的环境。良好的农村基础设施和完善的销售服

重要环境。要能让农民“买得起，用得好”家电产品，真正享受社会进步

大部分农村现有基础设施落后，电压不稳、电费过高、供水不足、路况不佳等都是比

电脑宽带网络的建设也相当滞后。落后的基础设施和不完善的销售服务体系

至有些地方农民只能将其作为家具摆设，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民的购买

家电下乡政策有效执行的对策建

要确保家电下乡政策有效执行，并最终实现政策多方共赢的目标，需要

有效调整，增强政策回应性，并做好一系列政策配套工作。（一）调整和修正家

政府需要对该政策进行有效调整和修正：其一，进一步简化政府补贴

府人员定期下乡为农户服务，或商家直接补贴等方式。有些地方已根据本地

接补贴。其二，修正下乡家电产品税收规定。针对农村家电经销者税负偏高、

行征收低税乃至免税的优惠措施，提升经销商的利润空间，提高其积极性，

有人提出的丰富高端下乡家电产品的设想，笔者觉得并不妥当。家电下乡补贴

不宽裕的农民群体的生活。对于部分先富起来的农民群体，国家并没有补贴

需要的地方。 

（二）强化政府各部门联动且加强政策执行监管 

商务部、财政部等政策相关部门要加强协调，建立合作联动机制。政策

方面，各部门要联合制定相关政策监管条例，如参与企业的信用评估机制、

度源头对执行政策的违规行为进行遏制。另一方面，各部门要加强执法检

行严格把关，禁止假冒伪劣产品以下乡家电名义流入农村市场；对经销商的

励农民举报维权；对部分农民骗补行为进行严格审查，保证国家资金安全。

（三）改善政策实施环境 

要使家电下乡政策发挥实效，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商品销售服务体系的完善是

础设施建设和商品销售服务体系与城市相较有很大的差距，落后的政策实

府应结合新农村建设的契机，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如供水、供电、道路、有

善，这些将是农民买完家电产品后、真正用好家电的必备物质条件。另外，健全商品

后服务，增加下乡产品售后网点布局，增派专业维修技术人员，也将极大增

高其购买产品的积极性。 

（四）加大政策宣传 

政策宣传有助于统一政策执行主体和目标团体对政策的认识和理解。政府相

识，加深对政策的理解，了解政策的重要性，这有助于其有效执行政策；政府、企

宣传力度，广泛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并通过不同宣传形式，如



传政策意义、目的、内容、具体措施、流程等。农民理解了政策的目的、

来的实惠，从而积极接受政策、参与政策。 

（五）健全其他农村政策 

家电下乡政策对于拉动内需，改善民生都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