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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27日电 近日，随着西安、成都等城市相继召开2023年两
会，24个“GDP万亿元城市”全部召开了两会，明确了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

记者2月26日梳理发现，作为区域乃至全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和顶梁
柱，“GDP万亿元城市”聚焦促消费、抓项目、发展数字经济三大领域，推出
一系列政策举措，提振发展信心，稳定经济增长。

多向发力促消费
在这些城市中，不少城市将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济南、重庆、南京、无锡等地表示，要加快培育和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武汉明确，鼓励发展银发经济、亲子经济、假日经济、夜间经济。合肥
提出，创新数字化、品质化消费场景，发展新零售、电商直播等新业态。

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等消费。

记者梳理发现，在24个“GDP万亿元城市”中，一些城市把汽车和住房
等大宗消费作为促消费关键抓手。郑州提出，落实免征新能源汽车购置税、
放宽二手车迁入限制等政策，用好省市汽车消费券，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
杭州强调，进一步扩大新能源汽车、智能家居、绿色家电、住房等消费。

“当前，汽车和住房是消费的主要领域，也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两大行
业。”重庆综合经济研究院院长易小光认为，应该推动消费新业态的发展，为
之创造更好环境。

在政策合力作用下，消费和经济运行近期出现加快恢复迹象。商务部
原副部长魏建国预计，今年消费会实现两位数增长。“如果按两位数增长趋
势测算，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有望提升至50万亿元。”他表示。

重点抓项目投资
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具有托底作用，不少城市把项目投资作为重点

来抓。
其中，上海安排市重大工程正式项目191项，涉及总投资约1.7万亿元，

全年计划完成投资超过2150亿元，比2022年计划数增长7.5％。泉州安排
市重点项目 884 个，总投资 12951 亿元，年度投资 2167 亿元，同比增加
17.48％。武汉列出1154个10亿元以上重大项目清单，总投资达4.5万亿元，
年度投资4600亿元以上。

“多地发布重大项目投资清单而且投资额巨大，说明地方政府把重大项
目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副
院长、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向清表示，通过推进重大项目开工建设，冲
刺投资“开门红”，为推动全年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形成坚实支撑。

在项目投资中，产业项目占比最大，是绝对的“主角”。不少城市聚焦本
地优势产业，纷纷招商引资、上马重大产业项目强链补链延链。例如，成都
重大产业领域项目共531个，占比近六成。青岛将“新项目”持续扩量作为
要打好的“四场硬仗”之一，363个重点建设类项目中24条产业链项目共297
个，占81.82％。

专家表示，产业项目是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的重要牵
引力。由于传统制造业在产业链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上存在一些不足之
处，上马一批重大产业项目可强链补链。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锚定高质量发展，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成为一些“GDP万亿元城市”不约

而同的选择。
北京提出，2023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42％左右。

杭州要求，大力实施数字经济创新提质“一号发展工程”，全面落实“1248”计
划，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增长8.5％。上海明确，未来五年，数字经济核
心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18％。

赛智产业研究院院长赵刚认为，立足当下，数字经济能够为地方经济发
展带来新的增长点，包括新产业、新投资、新消费和新动能。着眼长远，加快
数字技术进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据生产要素投入，将加速供给侧和需
求侧高效匹配，推动市场繁荣和经济长期增长。

赛迪顾问去年年末发布的“2022数字经济城市发展百强榜”显示，北京、
上海、深圳、杭州、广州连续多年稳居数字经济一线城市的位置，综合经济实
力与数字经济领跑全国。各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呈强相关
关系。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最新预测显示，到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将
超过60万亿元，我国数字经济投入产出效率将提升至约3.5。

“数字经济为我国经济调结构提供新引擎。”温州大学副校长潘玉驹表
示，随着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在推进传统制造业
转型升级，实现制造服务精准化和制造过程数字化等方面将发挥积极作用。

市民刘先生发现，自己在使用
百度网盘下载文件的时候，速度很
慢，如果想加速，便要购买超级会
员服务。但商家给出的付费方式
只有按月、按季度或者按年缴费，
并没有单次付费的选项。

记者注意到，像听歌、看书、修
图、看视频、下载文件、剪辑视频等
各种线上服务，目前普遍采用包
月、包年的会员制收费，想找出几
个按次付费的反倒成了难事。

线下购买商品、服务基本都可
以按单件、单次购买，可线上的服
务怎么就只能“打包付费”呢？各
类 APP 服务收费本来无可厚非，
但很多APP采用强制打包式的收
费方式，一买就是半年或一年服
务，这让用户频频吐槽——能不能
也为“散户”考虑一下，能不能让用
户多一些选择？

现象现象
下载一次文件至少要买一个月会员下载一次文件至少要买一个月会员

如今，使用网盘来传输文件已
经成为线上办公的普遍做法。市
民刘先生因为工作需要，有时要通
过百度网盘来传输大文件。但这
种需求没有规律，“有时候客户连
着好几天每天都会发视频文件，但
有时候可能半年都不会下载一
次。”而在使用百度网盘下载文件
时，如果想加速，就要购买超级会
员服务。

付费页面跳出来后，刘先生注
意到，有1个月、3个月、1年几种付
费方式，如果连续包月、包季、包年
会有优惠。其中 1 个月的费用是
30元，1年是298元。尽管他并不
需要包月，可系统根本没有给出单
次付费的选项，于是他只能无奈选

择了30元的包月服务。“但那个月
我只有这一次使用需求，后边就再
也没有打开过百度网盘，相当于花
了30元，下载了一个200多兆的文
件，这价格可不便宜。”两个月后，
刘先生又需要下载文件了，上次买
的包月会员已经过期，只好再次购
买了一个包月服务。他还曾经购
买过一整年的服务，但实际上下载
了不到10次。

这样的用户体验让刘先生觉得
很不舒服，“我只需要下载一个文
件，今天下完了，明天就不用了，为
什么非要包月呢？那些经常使用的
黏性用户包月、包年合适，但能不能
给我们这些‘散户’多一种选择呢？”

有同样烦恼的还有宋女士。
上个星期，宋女士因为工作原因需
要制作一个PPT，在一家图片素材
网站上搜索到心仪的模板后，下载
时，网站提示需要付费。可进入付
费界面后，宋女士却很郁闷：“没有
单次付费，需要买会员，最少一个
季度，或者直接买半年或是一年，
最便宜的一个季度也得 42 元钱，
有效期半年。但我很少做PPT，下
次再用不知道什么时候，等于 42
元买了10页PPT，太亏了吧？”

观点观点
商家商家““打包收费打包收费””涉嫌强制消费涉嫌强制消费

强制打包付费的方式真的合
理吗？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认为，线
上服务收费可以理解，而且这种服
务不属于资源稀缺或公共服务，不
需要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经营
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经营成本和供
求关系来制定价格标准，“只要明

码标价，定价也公平合理，又没有
通过其他虚假的价格手段来误导
或者欺骗消费者，应该来说，这种
服务定价就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陈音江也表示，如果这
种定价方式要求消费者只要购买
其服务，就规定最少要购买一个
月、一个季度甚至一年，对消费者
来说，这样的定价机制就不太合理
了，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
权。“消费者有权利选择一次、一个
月或者一年的服务，商家应该把这
个选择权交给消费者，让消费者根
据自己的需求做出自主选择。如
果确实有用户只有单次需求的，商
家就应该设置一两次的单次付费
价格，如果完全不可以选择，消费
者一买就必须要买一个月或者一
个季度，这种定价机制还涉嫌强制
消费，对消费者来说是不公平的。”
陈音江说。

建议建议
付费方式应满足用户细分需求付费方式应满足用户细分需求

对这种线上服务，单次付费很
难做到吗？

为什么一定要打包付费而不
能开通单次购买？记者咨询多个
APP服务商的客服，得到的回答大
多是：工程师研发软件需要成本。
但记者发现，也有一些 APP 给出
了多种付费方案，让用户可以根据
自己的实际情况自由选择。经常
使用的，可以打包购买，享受优惠；
不经常使用的，也可以单次付费。

比如，一款可以将语音转为文
字的APP“讯飞听见”就规定，用户
可以选择按分钟收费，机器转写每
分钟0.33元；如果需要转化的语音
时长较长，也可以选择购买时长卡，
有1小时、3小时、5小时，甚至100小
时的卡包；使用更多的话，也有包月
服务，每月98元。“华为阅读”规定，
可以购买VIP套餐，按1个月、3个
月、一年付费；如果只想阅读一本
书，也有“单本”购买的选项。

不少用户表示，希望线上服务
的付费方式可以增加更多选择，满
足用户细分需求，相信用户体验会
提升很多。有用户建议，“可以根
据不同的软件，开发适合自身特色
的付费方式。比如下载图片或是
PPT模板以及文献资料的软件，增
加按页数收费的方式，计价方式上
提供多样选择，会让用户使用起来
更方便，满意度更高。”

本报综合消息

GDP万亿元城市推出一系列举措
下载文件、看书、听歌、剪辑视频……

这些线上服务为啥不能按次收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