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 域 2017年4月26日 星期三 15

以打造世界旅游目的地为目标，西
藏山南、拉萨、林芝三市共同签订了藏
东南环线区域旅游战略合作协议，这标
志着西藏区域旅游合作一体化发展步入
了全面对接、务实操作、高效落实的新
阶段。

经过多年发展，目前旅游业对西藏
经济的综合贡献度达 30%，成为西藏社
会投资热点和带动性强的综合性产业。
2016 年西藏全区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
2300 余万人次，同比增长 14.7%；旅游
总收入实现 330 亿元，同比增长 17%。
在西藏旅游业蓬勃发展的背后，由于交
通等各种因素制约，区域旅游发展并不
平衡。

拉 萨 、 林 芝 、 山 南 三 市 地 缘 相
接 、 人 缘 相 亲 ， 地 域 一 体 、 文 化 一
脉，是西藏旅游资源最丰富、文化底
蕴 最 深 厚 的 区 域 之 一 ， 合 作 前 景 广
阔，发展空间巨大。为了进一步深化
藏东南区域旅游合作，提高区域旅游
合作发展水平，促进三市构建目标统
一、行动协调的旅游合作机制，打造
藏东南旅游环线经济圈，为推进西藏
全域旅游积累经验，不断推动西藏旅
游 产 业 发 展 转 型 升 级 ， 山 南 、 拉 萨 、
林芝等三市率先在西藏推动了区域旅
游合作，走上“抱团”发展之路。

“山南、拉萨、林芝三市共推区域

旅游战略合作，必将加速推进三地旅游
一体化发展进程。山南市通过东环线聚
集人气，增加有效供给、增加中高端供
给、增加差异化供给，山南将会成为西
藏旅游 2.0 时代的开拓者，是打造西藏
旅游升级版的主要力量。”西藏自治区
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巡视员王松
平说。

近年来，作为西藏文化的发源地，
山南顺应国内外旅游产业快速发展的新
趋势，立足山南旅游资源优势，明确旅
游发展思路，强力推进藏源文化与自然
景观的深度融合发展，加快旅游资源优
势向产业优势转变。

“山南将秉承互利共赢的理念，按
照 ‘ 品 牌 共 推 、 信 息 共 享 、 客 源 互
送 、 优 势 互 补 、 市 场 共 赢 、 共 同 发
展’的原则，主动加强沟通对接，认
真落实协议内容，强力推进藏东南旅
游环线建设。”山南市市长普布顿珠认
为，通过藏东南环线区域旅游战略合
作 ， 必 将 进 一 步 做 大 做 强 三 市 旅 游
产业。

据了解，拉萨、林芝、山南三市旅
游战略合作将从打造藏中旅游东环线开
始。据悉，三市组织区内外旅行商开展
了为期 4 天的东环线踩线考察，挖掘西
藏乡村旅游特质，开发旅游扶贫、旅游
富民精品线路。

西藏打造藏东南旅游环线经济圈
山南、拉萨、林芝三市签订区域旅游一体化合作协议

本报记者 代 玲

上海理工大学学校科技处处长张大
伟和团队的“创业税事”，最近一直广为
传播。

原来，张大伟团队一直因为巨额税
款的问题，“困住”了太赫兹科技成果转
化进展。直到去年，张大伟团队在上海
税务部门的多方协调和辅导下，最终得
到了暂不缴纳个人所得税 1000 多万元
的税收“大礼包”。由此，张大伟团队也
成为全国首个享受到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税收优惠的科研团队。

如 今 ， 类 似 张 大 伟 这 样 的 故 事 ，
在上海已不再是个案。据了解，上海

科技成果转化实行备案管理，仅上海
杨 浦 区 就 有 多 所 重 点 高 校 有 意 向 对 3
个科研项目研发团队给予激励，公司
估值共计约 8000 万元，按 80%的比例
奖励给研发团队，金额约 6400 万元，
暂不征税。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胡怡建表示，税
收优惠政策的精准落实，降低了企业负
担，有效地促进了企业转型发展。近
期，国家推出了一系列针对高科技企业
的所得税优惠政策，比如小微企业享受
减半征收所得税优惠的范围将从年应纳
税 所 得 额 上 限 由 30 万 元 提 高 到 50 万
元，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比例由 50%提高到 75%，税收助力科创
的效应将进一步显现。

如 今 正 值 第 26 个 全 国 税 收 宣 传
月，为支持“双创”及科技成果转化，

上海再次拿出新药方，在 4 月 13 日正式
推出“税立方”服务品牌，上海市国税
局、地税局巡视员胡兰芳表示，“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是当前的重点工作，
也是税务部门落实税收政策、提升纳税
服务的重要落脚点。“税立方”服务品
牌是税务部门服务双创的又一次创新，
围绕这个品牌，税务各职能部门都将参
与进来，协同其他政府部门、高校、园
区，为创业创新提供全方位、集成式、
连续性、全过程的税务服务。上海市税
务部门将按照税务总局和市委、市政府
的部署，扑下身子、全力以赴地支持

“双创”发展、支持科技成果转化，鼓
励 更 多 科 研 人 员 投 身 创 业 创 新 大 潮 ，
为 上 海 科 创 中 心 和 自 贸 区 建 设 贡 献
力量。

“ 长 阳 创 谷 是 集 聚 了 10 家 众 创 空

间、2500 个创客工位、一大批创新性
企业的‘双创苗圃’。”上海长阳创谷企
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奚荣庆说，“下
一步，园区 也 将 积 极 对 接 税 务 部 门 ，
通过‘税立方’服务机制，联合开展
税收政策宣传和辅导，让企业在自主
创新过程中知晓、用足、用好税收优
惠政策”。

上海市国税局、地税局所得税处负
责人陈华表示，上海市税务部门已经联
手上海市教委、上海市财政局等部门，
专门制定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备案管理
规程操作性文件，推进实现科技人员税
收优惠应享尽享。今后，上海市税务部
门与高校、企业、园区联合，共同打造
及推进“双创”及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品
牌，努力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
新发展先行者。

“ 税 立 方 ”创 新 双 创 服 务
本报记者 李治国

“上个月剩余排污权指标 SO288 千
克、COD990 千克、氨氮 134 千克，挂
网销售至少获利 5575.8 元，这样一年下
来最少可以获利大约 6.7 万元。”青岛福
生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钟玉华说，企业
通过升级改造污染防治设施等手段，降
低了污染物排放量，排污指标每月都有
剩余，“剩余指标就是金钱，治污减排
给企业创造了效益，大家治污减排的积
极性也就提高了”。

据了解，所谓排污权交易是指在污
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确定的条件下，
利用市场机制，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
权利，并允许这种权利像商品那样被买
入和卖出，以此来控制污染物的排放，
从 而 达 到 减 少 排 放 量 、 保 护 环 境 的
目的。

“青岛作为国家级排污权交易试点
市，将试点工作放在了胶州。”青岛胶
州 市 环 保 局 局 长 吴 焕 香 介 绍 说 ， 从
2016 年开始，胶州首先对 17 家重点企
业开展了刷卡排污工作，督促符合条件
应缴纳初始排污权使用费的企业及时足
额缴纳，实时掌控各点位主要污染物排
放总量情况。

截至目前，胶州市已在重点排污企
业安装总量管理控制一体机 20 台，在
36 家废水排放单位安装了流量计和数采

仪，准确计量企业排污情况，不断完善
全市重点企业的总量控制目标，为排污
权交易提供数据和技术。

在此基础上，胶州市启动了环保物
联网总量控制排污权交易云计算平台建
设，在全国首次实现了环境管理联动机
制创新——也就是污染源在线自动监
控、排污权交易和污染物总量控制的闭
环联动，填补了山东省排污权有偿交易
的空白，2015 年该平台通过了由中国
环境科学协会组织的成果鉴定，达到了
国内领先水平，并作为环保部推荐的唯
一优秀案例，被纳入国家发展改革委牵
头撰写的第一本国家层面智慧城市年度
综合发展报告 《新型智慧城市发展报告
2015-2016》。

“如果将来我们想进一步扩大生产
规模，就会需要更多的排污权指标，
新增的指标需求主要来自我们已有生
产线治污减排所产生的富余指标，不
足 部 分 我 们 从 排 污 权 交 易 市 场 上 购

买，这样我们既扩大了生产规模，也
保护了环境。”钟玉华非常清楚这笔

“减排账”。
“排污权交易的目的就是充分调动

排污单位减排积极性，实现从被动减排
到主动减排的转变。”吴焕香表示，排
污权交易系统是在整个交易过程确保总
量控制的前提下运行的，通过排污权交
易，能够实现区域内污染物总量的控制
目标。

记者从胶州市环保局了解到，胶
州市投资 8900 万元建设的环保物联网
总量控制排污权交易云计算平台，目
前一期工程已经完工并投入运行，实
现了对胶州市重点污染源、集中式生
活饮水水源地等自动监控、监测，最
终将实现对水、大气、噪声、机动车
尾 气 等 环 境 要 素 及 管 理 对 象 的 全 面
感知。

“企业是否可以开展排污权交易，
是 以 该 系 统 在 线 监 控 的 数 据 作 为 基

础。”胶州市环保局排污权交易中心主
任李本玉介绍说，企业排污权的额度控
制企业是否可以继续排污，当企业的排
污额度用完后，可以通过总量控制系统
关闭排污阀门，中止企业排污，从而形
成一个闭环联动的过程，系统数据的采
集、传输、统计、分析、利用均由云计
算中心自动完成。

胶州的排污权交易包括网上竞价、
现场竞价和协议转让 3 种方式，企业可
以自主选择。“有交易资质的企业通过
网上竞价的方式，通过网上申报、网上
挂牌、网上竞价等环节即可完成排污权
交易，不再需要往来交易所办理各种手
续。”李本玉说。

据介绍，企业在交易中心的网站
上按提示递交交易申请后，工作人员
对申请材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给予确
认后进入审核环节，审核通过后相关
信息将发布到交易中心网站上，交易
方 可 以 通 过 网 站 报 价 和 查 询 当 前 价
格，交易成功后，交易中心会交割资
金和排污权，变更权证和总量控制充
值卡。

“减排指标通过平台交易，一方面
可以增加企业收入，另一方面企业可在
保护环境的前提下促进自身发展。”胶
州市委书记孙永红表示，排污权交易的
政策支撑是有偿排放，实现了自然资源
的资产化，促使排污企业不断转型升
级，通过采取新工艺、新技术，最大限
度减少污染物排放，进而实现全市治污
减排目标。

山东企业“尝鲜”排污权交易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刘 伟

作为国家排污权交易试点之一的山东青岛将试点工作放在了

胶州。胶州市不断完善重点企业的总量控制目标，为排污权交易

做好了数据和技术，并建立了环保物联网总量控制排污权交易云

计算平台，为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开展了有

益探索

本报讯 记者喻剑报道：
2017 中国（深圳）IT 领袖峰会
发布的《中国 IT 产业发展报
告》和《深圳 IT 产业发展报告》
显示，深圳与北京、上海的 IT
产业综合实力位于国内第一梯
队，其中深圳的电子信息制造
特色突出；深圳将进一步集聚
以人才为核心的高端创新资
源，引进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
提高基础研究能力，加强源头
创新布局，把产业推向更高端。

去年，深圳市继续加大创
新人才引进与培育力度。新引
进“孔雀计划”创新团队 23 个；
累计引进“珠江人才计划”创新
团队 31 个、“孔雀计划”创新团
队 87 个。从新加坡回国的吕
江波博士入职云之梦科技公
司，担任首席技术官。他告诉
记者，深圳市科创委划拨百万
元专项攻关资金支持公司研发
服装产业链应用技术，并推荐
公司参展全国“双创”活动周；
南山科创局协同教育局快速安
排他的子女就近入学，解决了
不少后顾之忧。“深圳是最有活
力的创新之都。企业的创新主
体地位很明确，政府为高新企
业的技术团队高效服务，营造
了一流的创新创业环境。”如
今，吕江波博士率领的云之梦
研发力量，聚集了多名由海内
外名校博士、硕士等参与的视
觉感知技术团队、3D 图形图像
技术团队以及基于大数据的深
度学习算法团队，将原来的传
统企业带入全新的高新技术服
务行业，并在服装电商等领域
引领着一场革新。

此外，深圳还积极培育各
类创新载体，推进新型科研机构建设。去年深圳新增重
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
各类创新载体 210 家，其中国家级新增 14 家；累计建成
创新载体 1493 家，其中国家级 94 家，省级 165 家。推动
深圳市中光工业技术研究院暨中村修二激光照明实验
室、深圳数字生命研究院、深圳烯创先进材料研究院有限
公司落地深圳，筹建深圳精密加工制造中心、深圳数学研
究院。成立 NSFC-深圳机器人中心项目，设立深圳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机器人基础研究中心。

据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主任梁永生介绍，深圳今
年将研究建立面向全球、面向全国的重大技术发现和挖
掘机制，充分借助各行业技术智库的力量，开展技术预见
和绘制技术成长路线图，更好地了解掌握技术创新和产
业发展方向。目前，深圳已选取美国旧金山、波士顿、法
国大巴黎地区作为第一批海外孵化器建设试点地区，集
聚和配置全球高端创新资源，并成功举办深圳—以色列
科技合作论坛暨项目对接会。

除了依靠人才引进，深圳还致力于加快高等教育发
展，突破人才培养短板，培养源头创新和原始创新内生能
力。通过中外高校合作兴办大学或特色学院，举本市之
力筹建本土高校，以及引进国内知名高校共建深圳校区，
深圳正在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
之路，积蓄起后来居上的势能，培育支撑现代化国际化创
新型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进一步

集聚高端人才

，培育核心竞争力

深圳持续发力源头创新

本版编辑 陈 艳 陶 玙

本报讯 记者刘畅报道：四川省知识产权局与知识
产权出版社有限公司日前签订西南知识产权大数据中
心合作共建协议，双方将共同建设西南知识产权大数据
中心，开展知识产权大数据及相关知识产权服务。

协议约定，四川省知识产权局与知识产权出版社双
方将共同建立专利、商标、版权、标准、裁判文书等各类
知识产权大数据资源的存储、灾备体系，逐步建设形成
西南知识产权大数据资源集聚中心和应用中心。在大
数据中心的运营与维护方面，双方将积极开展“互联
网+”知识产权新服务模式的探索，通过西南知识产权大
数据中心为西南区域创新主体、服务机构、研发单位等
提供全产业链“互联网+”知识产权服务模式。为深化合
作，双方将建立合作联系制度，共同开展利用西南知识
产权大数据应用的相关项目设计、研发和建设。

四川将建西南知识产权大数据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