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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94_B5_E4_B8_8B_E4_c46_572119.htm ■要让农民买得起，

用得上，用得起 ■家电送下乡，办手续的“官”能否也下乡 

■惠民愿望好，商家无利它“不起早” ■政策配套需统筹，

一个也不能少 ■政府责任仍很重，规范方圆需紧跟上 作为一

项惠及亿万农民的活动，家电下乡享受补贴的产品从过去的

彩电、冰箱、手机和洗衣机4类扩大至8类。浩浩荡荡开往农

村的家电下乡配送车、眼花缭乱的各式家电产品，在广大农

村又将掀起一轮家电购销狂潮。据了解，在刚过去的春节，

“下乡”的家电成了农村市场上最抢手的年货，部分液晶电

视卖缺货，冰箱销售也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长。 但记者近日连

续走访了成都周边的几个区县农村后却发现，很多农民在对

“家电下乡”表现出极大热情之余，各种期盼、担忧和质疑

声也越来越多，“两头热中间有些冷”的现象十分明显：一

方面家电下乡受到农民和生产商的欢迎，另一方面，经销商

的积极性却一直不高，老百姓的参与度也与预期有一些差距

。 农民：老停电电视成摆设手续繁琐质量难比 “隔三差五停

电，很郁闷。”2月21日下午，一见到记者，成都市新都区木

兰镇汾水村七组的曾龙云就倒起了苦水：春节前，他看中一

台彩电，1050元的价格补贴136.5元，觉得很划算就买了。“

能接收10多个频道，但图像不是很清晰，售后服务的人来看

了，说是电压不稳，外置天线信号差，没办法。”因为最近

村上用电变得更加紧张，隔一天停一次电。“短的话几个小

时，有时一天都没电，彩电都成装饰品了。” 记者在调查中



发现，比“买得起”下乡家电更迫切的是，如何让农民“用

得起”、“用得好”。在部分农村地区，输电线路年久失修

，电压不稳、停电断电现象时有发生，一些地方电饭煲都无

法使用，更谈不上彩电、冰箱、空调；有线电视网络在农村

普遍覆盖率较低，特别是山区或贫困地区，农民要么无力负

担有线电视费，要么电视信号太弱，拥有了高档彩电却无法

接收到丰富的电视节目；在农村山区，通话信号不强、话费

过高等因素更制约了手机等的普及和应用。 “现在这个政策

好是好，就是要跑几趟，让人觉得麻烦。”永兴镇村民李帮

永说。电视买好后，他还得跑到镇上去交材料，然后还要

等15天才拿得到钱。“我们农民本来受教育的程度就不高，

搞这么繁琐的手续，很不方便”。大多数农民都有与李帮永

类似的抱怨，觉得到镇上去找人很麻烦，且要的手续多。而

在甘孜、阿坝等一些边远山区，农民更嫌麻烦。他们购机后

往返要跑上几十甚至上百公里，所得补贴不够车费、吃饭、

住宿开销，部分农民买了家电产品后，只有放弃申请补贴。 

在采访中，有农民不无担忧地说，除了价格外，他们对“家

电下乡”产品的质量也不太放心，总担心购买的是家电企业

积压的残次品。为此，记者走访了十多家的家电下乡销售网

点，想找某一品牌的某一种机型做一个比较，但发现无从下

手。因为，企业投放到某一指定销售区域的“下乡”产品，

在同区域市场上很难找到。 内情：环节多运营成本高观望多

叫好不叫座 在新一轮的“家电下乡”大潮中，价格一直都是

受质疑的焦点。有人更是将“网上”、“下乡”两种价格列

表进行对比，直指“家电下乡”一些中标家电产品价格补贴

后仍要比网店上的价格高出几十元，甚至上百元。产品价格



是否真正实惠，“下乡”家电是否真的做到惠及于民，引起

各方极大的关注。 购买“家电下乡”产品的农民，将由政府

提供13%的补贴，这相当于打了一个八七折。再加上所有指

定下乡产品都被规定了价格上限，本应趋之若鹜的去购买“

家电下乡”产品的农民，却大多是在观望。到底是什么造成

了这种“叫好不叫座”的现象？ 对此，四川长虹的一位知情

人士向记者透露价差产生的主要原因。首先供货渠道不同是

最主要原因，下乡产品从厂家到农户，中间环节众多，而且

目前家电下乡产品要求送货到家、上门安装，且要提供完备

的售后服务，使得中间商运营成本增加，所以，下乡产品和

一般产品就供货渠道相比，下乡产品中间商数量偏多，流通

、销售服务成本较高。 此外，下乡指导价是在申报时就确定

的，而家电下乡产品从申报到批复以及进入流通领域，中间

需要一定的周期，此时市面上的同类非下乡产品可能已经销

售一段时间且价格有所下降，而指导价还是按前期的市场确

定的，也有可能导致价差产生。 商家：利薄亏本无利可图税

收制度缺少鼓励 新都区在成都市第一轮“家电下乡”试点销

量排名第一，平均3天录入商务部“家电下乡”信息管理系

统200台，而从去年12月1日第二轮“家电下乡”启动开始，

一个月录入的还不到200台。新都区商务局市场运行调控科科

长田涛说：“新一轮‘家电下乡’陷入困境主要是受发票问

题影响。另外，全球金融危机导致返乡农民工收入减少，购

买力下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成都兴万盛电器有限公司在

新都区第一轮“家电下乡”产品销量第一，然而，第二轮“

家电下乡”启动后，至今仅销售100余台。公司副总经理宋燕

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创维平板液晶电视26LOBJR为例，



销售价格为1995元，仅有195元的利润，如果上4%的税就要

近80元，剩下的110多元利润还没有扣除物流、店租、人工等

成本，这意味着“下乡家电”对于商家无利可图。 作为“家

电下乡”产品生产企业之一，四川长虹股份有限公司的市场

平台部部长邓孝辉告诉记者，长虹公司去年产品销售收入300

亿元，净利润3个亿，但净利润率只有百分之一。“企业利润

薄，给经销商的利润空间不会太大。” 建议：调整政策破解

困境疏导规范减轻税赋 针对新一轮“家电下乡”试点中遇到

的问题，基层干部、专家学者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调整

“家电下乡”政策，以发挥其扩大内需、应对全球金融危机

、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等惠民功效。 首先，国家有关部门应印

制全国统一的“家电下乡”产品销售发票，适当减轻“家电

下乡”产品销售的税赋，充分调动销售网点的销售和服务积

极性，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家电下乡”惠农政策。 其次，“

家电下乡”财政补贴向地震重灾区农户倾斜，由全国划一

的13%补贴提高到30%，并明确规定这笔专项财政补贴款仅限

于地震重灾区农户。同时，加强偏远山区网点建设，打破常

规加大宣传力度。 此外，对于借家电下乡活动搞家电倾销，

质量以次充好，价格明降暗升等“惠农变成坑农”行为的不

法商贩，各地政府相关部门不能仅仅充当活动的参与者，还

要积极采取有力措施，主动查漏补缺，构建起重重“防火墙

”，以确保“家电下乡”惠农措施落到实处。虽然“家电下

乡信息管理系统”网站有各种产品的详细图文资料，也可以

通过网站进行投诉，但是很难想像会有多少农民通过这种方

式对产品进行甄别，对商家投诉。尤其是在农村，农民们的

自我保护意识不强，消费具有从众心理，更需要政府有关部



门对家电下乡活动进行疏导规范，进一步加大执行和监管力

度。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