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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知名社交媒体平台上一

篇声称“砂糖橘真的不能再吃了”的

帖子引爆舆论。这篇帖文指出，顶级

期刊《自然》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膳

食果糖会在肝脏里代谢转化成肿瘤

所需要的营养物质，会促进肿瘤的生

长”，还指出砂糖橘种植使用的农药

具有重金属毒性，帖文作者进而提出

“不要为一口香甜去吃水果了”。这

条消息引发广泛传播，评论区用户普

遍表达了对砂糖橘的恐慌。次日，科

学辟谣平台及时发文响应，指出帖文

作者歪曲了所引用论文原文中的实

验和结论。此外《自然》杂志的这篇

研究论文中并未提及砂糖橘，帖文作

者却剑指砂糖橘，在我国大批砂糖橘

即将上市之际散布如此谣言，会对果

农的生计造成巨大的威胁。

此类假借引用“权威来源”编造

的科学相关谣言信息在网络中层出

不穷，与专业的负责任的科普形成对

抗，一方面混淆网络信息迷惑广大公

众，另一方面可能对全社会的生产生

活造成危害甚至威胁经济安全。要

想最大限度地减少此类事件的反复

发生，就要运用各种权威媒介平台最

大程度地进行专业的科普、负责任的

科普、全民的科普。

2024年12月25日颁布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

关注到了网络中与科学相关的虚假

错误信息引发乱象的问题，从约束主

体行为、加强监管和及时治理方面作

出规定。第三十五条从主体责任强

调：“组织和个人提供的科普产品和

服务、发布的科普信息应当具有合法

性、科学性，不得有虚假错误的内

容。”第三十六条从监管和治理角度

规定：“国家加强对科普信息发布和

传播的监测与评估。对传播范围广、

社会危害大的虚假错误信息，科学技

术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职责

分工及时予以澄清和纠正。”“网络服

务提供者发现用户传播虚假错误信

息的，应当立即采取处置措施，防止

信息扩散。”

网络中假借科普之名，引用“权

威来源”中的数据、观点，通过移花接

木的方式形成虚假信息并扩散为谣

言的现象，会产生巨大危害。一是科

学谣言蛊惑性强，影响社会正常秩

序。科学谣言通常利用科学的专业

性、神秘性和公众专业知识的缺失，

对与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科学

议题加以误导，使得普通群众难于防

范。二是科学谣言易发性高，误导公

众生活认知。在群众的普遍认知里，

“科学”意味着“正确”与“权威”，因此

对于各类突发社会事件，群众都会诉

诸于“科学解释”，容易陷入科学谣言

的陷阱。三是科学谣言杀伤力大，易

被反华势力利用。反华势力借助科

学的外衣，把科学谣言作为削弱政府

公信力的突破口，巧立人设，卖弄“冷

知识”，借着模棱两可、缺乏依据的

“科学发现”，炮制与党和国家政策截

然相反的假科学、伪科学，煽动社会

公众质疑甚至反对政府决策。四是

科学谣言制作成本低，被用于谋取经

济利益。在网络平台中，一些自媒体

受利益驱使，为了博取流量不惜编造

涉及生命健康、公共卫生等议题的科

学谣言，只要稍加包装就成为一条看

似可信的、吸引眼球的谣言信息，通

过造谣、传谣获得流量和关注后，这

些自媒体中不乏一些靠广告、推销产

品牟利，却进一步危害公众利益的个

人或群体。近来生成式人工智能大

模型在多模态内容生产领域中的广

泛应用，进一步降低了科学谣言的生

产成本，容易加剧相关谣言的泛滥。

在此，我们提出加强网络科学

相关虚假信息治理的几点建议。

一是构建多元化协同的科普和

科学谣言治理工作机制。科普和科

学谣言治理是一项对严谨性、科学性

要求极高的工作，应健全完善多元工

作机制，形成专业人士制作、领域专

家鉴定、官方权威认证、新闻媒体审

核传播、网民求证和举报、监管部门

奖惩的科普和辟谣工作合力。

二是创新网络科普和辟谣信息

的形式和风格。充分利用图片、短视

频、直播等多种形式传播，采用活泼

接地气的方式进行科普和辟谣，避免

过多使用生硬晦涩的科学术语，以通

俗易懂的方式讲述科学信息。注重

与受众的互动，采取问答、回复、跟评

等形式进一步解答网民的疑惑和问

题，提升科普辟谣的成效。

三是提升网络科普和科学辟谣

的针对性。针对社会公众普遍关心

的健康、安全等话题，加大科普和辟

谣信息的生产和传播力度，分场景、

分话题进行精准科普和辟谣。加大

对科学素质薄弱的地区和人群的教

育宣讲力度，结合反诈骗宣讲对经典

涉科学谣言案例加以宣传讲解。用

好互联网传播规律，做到全面科普、

精准科普、精准辟谣。

四是提升网民科学素养和参与科

普及辟谣的主动性。提高公民尤其是

专业人士、网络名人等在网络科普和

科学谣言治理中的社会责任意识和

法制意识，参与科普工作和科学谣言

的协同共治。在辟谣的同时，可以就

谣言形成的背景，造谣者利用、操纵大

众心理的动机和方式作阐释和普及，

培养网民对科学谣言的“免疫力”。

五是加大对网络科学谣言的法

律震慑力度。依托网络谣言治理的

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网络科学谣言

的定义和认定标准，提高现实操作

性和执行性，规范相关责任主体和

责任形式。根据造成的社会影响程

度加大对网络谣言源头的处罚力

度，增强对生产、传播科学谣言的法

律威慑，增加造谣传谣的法律和经

济成本。

中国经营报 CHINABUSINESSJOURNAL 编辑/张靖超 美编/刘洋 校对/张国刚 zhangjingchao@cbnet.com.cn2025.1.13 TMT C3

科普应负起专业责任

新“国补”扩围至3C数码领域 国产终端厂商将攻城略地

本报记者 李静 北京报道

2025 年“国补”政策的范围正

式扩大到手机、平板、智能手表等消

费者常用的3C数码产品领域。

在1月3日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

负责人表示，2025年对个人消费者购

买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等3类数

码产品给予补贴。1月8日，关于手

机、平板等数码产品的购新补贴细

则正式发布，其中包括对个人消费

者购买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等

3类数码产品（单件销售价格不超过

6000元），按产品销售价格的15%给

予补贴，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

贴1件，每件补贴不超过500元。

京东方面向《中国经营报》记者

透露，其实自2024年“国补”上线以

来，部分省市地方政府已经试点将

补贴覆盖至手机、平板、手环等消费

数码品类。此次是正式从国家层

面，将“国补”政策覆盖到手机、平

板、手环等消费数码品类。

在 2024 年的“国补”中，消费

者、大件家电厂商以及部分电商平

台均从中受益。如今，“国补”范围

扩大，又将带来哪些影响？特别是

对于低迷已久的消费电子市场，是

否能够借势反弹？

目前，各大电商平台已经在陆续

上线2025年以旧换新“国补”活动。

1月1日，京东已经上线了2025

年以旧换新国家补贴活动，1 月 8

日，新增了重庆政府补贴。目前“国

补”覆盖了广东、厦门、北京、湖北等

18个省份或城市。

在淘系平台中，目前在天猫开

放“国补”的省份已经包括山东、上

海、浙江、江苏等15个省市。

抖音电商已上线江苏、福建、吉

林、四川等“国补”专区，2025 年即

将上线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安徽

等20多个省、市、自治区。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目前上线

手机、平板、手环等消费数码品类“国

补”的省份或城市还不多。而且不同

省市发放的补贴券，有些只有“国补”

发放省市的用户可以使用，有些则是

全国用户都可以领取使用。

目前京东已经上线了手机“国

补”专场，截止到1月10日，覆盖手

机的“国补”消费券有杭州消费券、

陕西消费券和深圳南山消费券。其

中，杭州消费券和深圳南山消费券

全国可以用（港澳台除外），最高可

领取 400 元优惠券，不过需要用户

抢券；陕西消费券仅限手机实时定

位于陕西省的用户可以领取。

北京、湖北、辽宁等一些省份或

城市的“国补”消费券可以覆盖一些

品牌的平板品类，需要用户先领取

优惠资格才能享受“国补”优惠，例

如北京地区用户需要通过“京通”小

程序领取资格码，湖北地区用户需

要通过“云闪付”领取资格。

记者观察发现，不同省份或城

市的“国补”优惠券上线的电商平台

会有所不同，用户需要多平台搜索

了解可以享受到的优惠情况。

“从2024年的‘国补’销量情况

来看，在‘双11’期间，很多类目都实

现了双位数的增长，其中大小家电、

生活电器、电脑等几个类目的销量

增长最快。”电商营销负责人张宇昂

对记者表示，2025年“国补”拓展至

手机、平板等消费数码品类，对于有

换机需求的消费者来说，2025年上

半年有两个比较合适的换机节点，

“一个是春节前的年货节，另一个就

是年中的电商‘6·18’大促。因为在

‘国补’优惠之外，这两个节点电商平

台也会有很大的促销力度，两项优惠

叠加之下能省下不少。”

买“国补”手机操作指南

不同省份或城市的“国补”优惠券上线的电商平台会有所不同。

2024年下半年的“国补”范围

主要针对大件家电，例如电视、冰

箱、洗衣机、空调等，消费者、品牌

商以及电商平台，都在2024年的

“国补”中尝到了甜头。

根据商务部日前公布的数

据，2024 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

新政策整体带动相关产品销售

额超1万亿元。国家统计局报告

显示，2024 年 9 月份家用电器和

消费电子产品的销售额与7月和

8月相比均有大幅增长。

抖音电商方面对记者表示，

2024年“双11”大促期间，作为政

府补贴指定合作平台，抖音电商

平台联合美的、海尔、格力、小

米、联想等众多品牌商家参与，

“国补”家电商品累计直播场次

超6万场。

另据记者了解，京东2024年

与品牌厂商、上下游企业共同投

入 65 亿元，为新一轮大规模设

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提供

了有力支持。京东 2024 年第三

季度财报显示，该季度京东的电

子产品及家用电器的销售额环

比终于回正。京东管理层还表

示：“以旧换新补贴政策的全部

潜力尚未在 2024 年第三季度充

分发挥。”

2025年将“国补”扩展至消费

数码领域，无疑将更有效地改善

刺激消费。因为家电品类一般以

家庭为消费单位，个人消费数码

覆盖的消费人群更为广泛，IDC

中国研究总监潘雪菲指出：“尤其

是手机，依然几乎是每个人日常

生活中所离不开的终端产品。”

星图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付一夫也对记者指出，“国补”扩

容到个人消费数码品类，更有助

于激发消费者的潜在消费需求，

加上手机、平板等产品更新换代

较快，更容易带动增量消费需求，

进而为消费市场提供支撑。

“我们在和电商平台、品牌

伙伴以及消费者沟通的时候发

现，大家都希望2025年的‘国补’

政策能够进一步覆盖更多的类

目，包括客单价低一些的类目、

决策成本不那么高的类目。”张

宇昂对记者说道。

但也有观点认为，这一波的

“国补”政策并不足以形成手机

的换机潮。付一夫对记者指出，

手机技术发展已经比较成熟，这

几年进入了一个技术瓶颈期，目

前还没有出现像 iPhone 早期那

种颠覆式的创新。

“从手机功能上来说，目前

用了几年的老手机依然可以满

足大多数使用场景。加上近几

年消费者更加理性，也影响了换

机动力。”潘雪菲对记者表示，

“国补”对于智能终端市场依然

会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在

2025年上半年，但是也要预防提

前透支未来的换机需求。

vivo 执行副总裁、首席运营

官、vivo中央研究院院长胡柏山

也认为，即使在“国补”政策之下，

目前对于用户来说，如果没有非

换不可的理由，可能也构不成换

机潮，“所以我认为这轮‘国补’对

手机销售整体影响不大，只是改

变了未来一年手机销售的增长曲

线，将用户原本 3、4 月份的购机

计划提前到了1、2月份”。

或促进换机潮提前到来

从目前情况来看，主流的手

机、平板、手环手表等智能终端厂

商都在积极参与到“国补”当中，

包括华为、小米、荣耀、OPPO、苹

果等品牌。“‘两新’政策在2025年

扩围，对智能终端厂商而言，是一

次机遇。”荣耀方面对记者回应

道。OPPO 方面对记者表示，旗

下的OPPO和一加的手机产品、

IoT产品都将积极参加“国补”。

记者了解到，“两新”是指设

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在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发

布的《关于2025年加力扩围实施

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

换新政策的通知》中，提到实施

手机等数码产品购新补贴。对

个人消费者购买手机、平板、智

能手表手环等 3 类数码产品（单

件销售价格不超过 6000 元），按

产品销售价格的 15%给予补贴，

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 1

件，每件补贴不超过500元。

Canalys 研究分析师钟晓磊

对记者分析指出，“国补”对智

能终端销售市场份额会有一定

带动作用，各品牌或许都能分

一杯羹。

兴业证券分析指出，内需的

释放对于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当

前中国消费市场是个增量和存

量并重的市场，新产品的消费和

已有产品的更新换代共同支撑

整体消费市场。2025 年 1 月 3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在“中国经

济高质量发展成效”系列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2025年将大幅增加

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规模，加力

扩围实施“两新”政策。

从国内品牌市占率角度，安

卓系和鸿蒙终端都将受益。兴业

证券表示：“2024年全年国内手机

市场销量约2.8亿台，补贴政策对

整体手机销量的拉升作用预计在

2025年第一季度末至第二季度末

区间内集中释放。”

荣耀方面对记者表示，通过

国家政策补贴，企业以高质量供

给引导有效需求，可以延续中国

智能手机市场的连续复苏态势，

带来新一轮市场增长。同时，随

着市场需求被进一步激活，企业

更需要借助“国补”带来的转型窗

口期，在接住短期政策红利的同

时，加大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服

务创新，锻造自身面向未来的长

期发展内生动力和核心竞争力。

值得关注的是，近期高端手

机市场降价明显，尤其苹果和华

为的高端机型降价幅度较大，再

叠加“国补”优惠以及电商平台

年货节大促的优惠活动，价格的

吸引力也更强。

钟晓磊指出，华为降价机型

为旧的旗舰机型，供应情况有所

改善，有足够的降价空间，同时

也能拉开价格档位，加速库存去

化。苹果降价则是在国内高端

市场面临压力，加上AI服务在国

内落地时间点不明晰，不得不在

价格上让步，以维持短期需求。

2025年高端机市场将主要看“国

补”的表现，“如果‘国补’在全国

落地，对高端手机市场有更强的

推动力”。

利好智能终端厂商

作者供职于中国科普研究所

国家加强对科普信息

发布和传播的监测与

评估。对传播范围广、

社会危害大的虚假错误

信息，科学技术或者有

关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职

责分工及时予以澄清和

纠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

组织和个人提供的科普

产品和服务、发布的科

普信息应当具有合法

性、科学性，不得有虚假

错误的内容。

第三十五条:

第三十六条:

刘洋/制图

从国内品牌市占率角度，安卓系和鸿蒙终端都将受益。

2025年将“国补”扩展至消费数码领域，无疑将更有效地改善刺激消费。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与财政部2025年1月5日发布的最新通知，国家层面将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手机、平板、智能手表等数码产品给予一定额度的

补贴。 秦枭/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