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编辑 // 杜竹青 胡启龙 校对杜竹青 胡启龙 校对 // 郝成圆郝成圆

晚报版晚报版 1010版版 20252025年年22月月1212日 星期三日 星期三

绿色消费新趋势

最近，老同学喜提新车，邀我试

乘。外形如“轿跑”的国产新能源汽

车，“座椅推背感”真实而直观。据介

绍，他买的这款车因为太抢手，“从下

单到提车至少得等上几个星期”。

使用成本低，而且节能环保，消费

者对国产新能源汽车的认可度不断提

高，见证绿色消费蔚成风尚。买电器

不仅关注品牌，还会留意节能标识；在

家点外卖，不忘选择“不需要提供餐

具”；一次性纸杯少了，保温杯泡茶多

了；手帕时隔多年，再次成为“时尚单

品”……从穿衣、餐饮到出行、住宿，越

来越多的低碳环保产品从“备选”成为

“必选”，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

理念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推崇，绿色消

费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消费新趋势。

这种新趋势正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

活力。

新趋势蕴藏着转型升级的方向。

绿色消费渐成趋势浪潮，企业灵敏感

知到绿色消费需求信号，在绿色生产、

绿色流通和绿色服务等领域拥抱机

遇，尝到了“绿色红利”的甜头。从共

享经济到新能源汽车，从二手市场到

绿色电力，一批成功的商业新模式，给

中国经济增添了一抹亮色。推动制造

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支持

企业用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这些努力不断塑造我国经济的新动能

新优势。

新趋势拓展着扩大内需的空间。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 年限额以上

单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

额超万亿元，其中在以旧换新八大类

家电中，一级能效产品销售额占比达

90%以上。从各地情况看，20多个省份

将净水器、洗碗机等绿色智能家电纳

入“以旧换新”补贴范围，满足了消费

者多元化、个性化的绿色消费需求。

绿色消费加快形成，绿色产业发展势

头良好，正成为经济回升向好的有力

保障。

绿色消费能成为一种趋势，离不

开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密切配合。

无论是鼓励企业绿色转型产生“正外

部性”，还是消除绿色消费时面临的

“信息不对称”，都离不开有为政府提

供引导、支持和协调，让市场充分发挥

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从拓展政府

绿色产品采购规模，到通过发放消费

券、设置积分引导消费者购买绿色产

品，再到加大对企业的绿色金融支持

力度……这些衔接配套的政策举措，

让企业在绿色发展的新赛道上走得更

顺、更远。

趋势犹如浩浩荡荡的浪潮，只能

迎，不可拒。把握大势，乘势而上，才

能引领世界潮流。在南非，中国企业

建设运营的德阿风电项目并网发电，

有效缓解当地电力供应短缺局面；在

巴基斯坦，不少住宅和商业地产中都

安装了中国生产的太阳能电池板；塞

内加尔的苏拉去年购买了100多辆中

国新能源汽车，准备用这些车辆开展

网约车或出租车服务。一位国际友人

说得好，“世界的绿色发展离不开中

国”。深化可再生能源领域国际合作，

推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成为“不

断以中国式现代化新进展为世界提供

新机遇”的生动写照。

透过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

转型的生动实践，更能领悟党的二十

大报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

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

的重要判断，也更能领会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决定》“发展绿色低碳产业，

健全绿色消费激励机制，促进绿色低

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建设”的重要部

署。把握时与势，珍惜机与变，推进生

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我

们一定能不断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写

好高质量发展的“绿色答卷”。

（本系列评论到此结束）

来源：《人民日报》（2025 年 02 月

11日 第05版）

越来越多的低碳环

保产品从“备选”成为“必

选”，简约适度、绿色低碳

的生活理念受到越来越

多人的推崇，绿色消费已

经成为举足轻重的消费

新趋势

绿色消费能成为一

种趋势，离不开有为政府

和有效市场的密切配合

——生活细节里的中国经济⑤
□孟繁哲

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前进方向
（上接第9版）

发展具有强大国际影响力的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建成文化

强国拓展全球视野

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是指一国文化

在国际社会中的传播力和感染力，具体

表现为该国文化产品、文化理念、生活

方式、传统习俗等文化内容在全球范围

内的传播和被接受程度。随着中国国

家软实力的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华文化

的关注度与日俱增，并期待中华文化对

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发挥更大作用。面

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世界范围内各

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态势，如

何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提高中国

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已经成为发展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文化强

国的一个“必答题”。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过程，既

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其

生命力和影响力的过程，又是吸纳外来

文化文明有益成分、推动中华文化不断

丰富的过程。建设文化强国，让世界了

解更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就要大

力发展具有强大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当前，世界百

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深入发展，导致国家文化影响力

竞争也日趋激烈。世界进入新的动荡

变革期，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孤立主义

等各种社会思潮不断抬头，“文明冲突

论”“文明优越论”“历史终结论”“西方

中心论”等各种论调不时沉渣泛起，人

类社会面临着文明冲突、文化纷争、思

想割裂的共同威胁，人类文明站在何去

何从的十字路口。在这一背景下，我们

要坚持胸怀天下、放眼全球，秉持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大力弘扬全人类共同

价值，持续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推动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

议、全球文明倡议，讲好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故事，增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

力和影响力，为推动破解世界难题、完

善全球治理、促进人类进步提供思想启

示和文明方案。

提炼概括具有时代价值、世界意义

的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是推

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的前提和基

础，是增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的重要路径。

中华民族文源深广、文脉绵长、文运昌

盛，要立足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着眼

时代形势和人类需要，构建中华文明标

识体系，积极向世界宣介中华文化，展

现中华文化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

从文化角度推进国际传播，推动走出

去、请进来管理便利化，广泛参与世界

文明对话，促进中外人文交流和民心相

通，构建人文共同体。强大的国际影响

力不仅体现在传播国家声音和塑造国

家形象上，更深层地看，也体现在通过

提升国际话语权来提高国际影响力

上。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着力提

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

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

际舆论引导力，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

能，用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更加主

动地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宣介中国主

张、展示中国形象，让中国声音传得更

远，让中国故事传得更开，形成同我国

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

语权。同时要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

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构建中国

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让世

界知道“拥有长城的中国”“舌尖上的中

国”，还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

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

国”，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来源：《人民日报》（2025年

02月07日 第0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