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6 2022.3.28星期一
■ 编辑：于大勇（010）68667266转143 E-mail：Yudy@chih.org ■组版：王新明

创新园区创新园区

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

▶ 本报记者 李洋

近年来，永川高新区大力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等重大战略机遇，加快建设

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和高质量发展先

行区。

脚踏实地谋发展，园区建设稳步推

进。永川高新区统筹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牵头负责全区企

业、院校防疫工作，成效明显，获得重庆

市委、市政府颁发的“重庆市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先进集体”称号。积极争取市

级行政权力下放政策。做好上级考核，

2019 年获科技部火炬统计工作先进单

位称号，经济社会发展量化考核在重庆

市11个国家级开发开放平台中位列第3
名。认真优化营商环境，获批中国十佳

优质营商环境产业园区。推进规划编

制，明确“创新驱动中心、产业升级引

擎”总目标，制定智能制造集聚区、创新

创业活力区、产城职创融合发展示范区

发展定位，力争成为永川建设高质量发

展先行区的核心支撑。

聚精会神聚产业，现代制造业基地

雏形初现。2020 年 11 月 18 日，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重庆都市圈

中的永川建设现代制造业基地”。在

此机遇下，永川高新区积极推进招商

引资，陆续引进长城汽车、雅迪电动

车、东鹏陶瓷等百亿级企业，华为（永

川）联合技术创新中心、百度自动驾驶

开放测试基地等优质项目纷纷落户，

千亿级汽车产业生态城等“一城七园”

初具规模，2020 年营业收入达到 1165
亿元，同比增长 11%；高新技术企业营

业收入 611.4亿元，同比增长 22%；工业

总产值 1112.9 亿元，同比增长 17.5%。

扎实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相关工作获

得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自然

资源部等 4 部委通报表扬。持续实施

“百家高企培育计划”，高新技术企业

数量从 2014 年的 6 家增加到 133 家（截

至 2021 年 10 月底）；园区万人发明专

利拥有量达到 85 件，科技研发投入

（R&D）占GDP的比重达 5%。

用心用情抓职教，西部职教基地

建设步伐加快。永川高新区探索出的

“产城职创”融合发展新模式获得教育

部高度肯定。成功设立西部职业教育

基地管理委员会，建立与重庆市教委

等相关部门的季度联席会议制度。成

功召开首届西部职教高峰会、“一带一

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

大赛等重大节会。完成西部职教基地

“十四五”规划编制。上线启用西部职

教基地优质师资共享平台。支持院校

扩容提质，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成功

转设，重庆城市职院等 4所高职院校入

选重庆市级“双高”院校建设名单。重

庆文理学院城东校区签约成功，重庆电

子工程职院永川校区落户，雅迪现代制

造技术学院启动，职教院校从2018年的

15 所增加至 19 所（截至 2021 年 10 月

底），在校生数从 12 万人突破至 15.8 万

人（截至2021年10月底）。

多措并举优生态，国家双创示范基

地建设成效明显。永川高新区深化“产

业+科技+职教+金融”双创模式，打造

“周有培训、月有沙龙、季有大赛、年有

节会”的“永创汇”双创品牌，在国家发

改委组织的专家评估中名列全国 60 个

区域类示范基地第 24 位。建成环文理

学院创新生态圈，聘请华为首席科学

家、高级副总裁郑宝用担任区政府科技

顾问，建成市级及以上孵化平台 21个，

其 中 国 家 级 3 个（截 至 2021 年 10 月

底）。近年来，永川高新区先后成功举

办 2019 年重庆永川国际科技成果对接

会“创之星”中美创新创业项目路演、

“创业星物种·永创汇”2020新智慧城市

大赛等双创大赛。发起成立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创新创业联盟，22个川渝地

方政府、28所高校、11个高新区（园区）、

7家企业成为首批会员。双创工作获国

务院通报表扬和督查激励。

下一步，永川高新区将深入实施体

制机制改革试验、创新创业生态优化、

产城职创融合发展“三大工程”，建设现

代制造业基地、西部职教基地、国家双

创示范基地“三大基地”，努力将永川高

新区建设成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高

质量发展先行区、高品质生活示范区。

一年多来，太原高新区认真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促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坚持“发展高

科技、实现产业化”，聚焦“六新”突破，深化

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探索平台经济税

收新模式，在解决平台企业发展税收瓶颈

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意见》实施一年来，太原高新区高度

重视创新驱动和高质量发展，平台经济特

别是网络货运平台发展势头迅猛，带动服

务业和物流业快速发展。与新兴互联网平

台快速发展相比，在网络新业态经济方面

的配套政策尚未跟进，成为平台经济企业

成长和发展亟待解决的瓶颈问题。

为形成具有山西特色的平台经济发

展新思路，太原高新区针对平台经济存在

的问题，紧紧把握平台经济各个不同行业

的发展规律，对落户本地的平台经济企业

如何规范、健康、持续发展进行了积极探索

创新。

包容审慎。太原高新区充分遵循客

观规律，包容理解平台经济新业态，在全面

落实减税降费、提供便利化纳税服务和提

供发票支持保障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不断

研究完善企业成长和政府监管的良性衔接

机制，以促进平台经济的良性发展。

服务监管并重。太原高新区在扶持

规范企业健康发展的同时，严密监管平台

经济业务，加强风险防范，严厉打击虚假业

务、虚开发票和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违法

犯罪行为。

构建协作共治机制。太原高新区相

关部门与平台企业携手共建，企业在加强

自身管理的同时，积极向政府有关部门提

供交易的真实情况，有关部门通过加强信

息化建设，特别是税务部门与平台企业通

力合作，研究网络平台经济业务的服务、监

控和管理办法，共同促进平台经济的健康

发展。

找准突破口和关键点提升平台经济

服务管理水平。太原高新区以完善税收服

务和管理规范为突破口，以网络货运平台

为重点和试点，实施了一系列支持平台经

济发展的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提升了平

台经济服务管理水平。

精准落实税收政策，完善服务和管理

规范。太原高新区充分引导企业建立平台

内经营者管理制度，积极申报登记信息，并

按固定业户管理，规范税收管辖权和发票

使用范围，明确符合条件的平台企业准予

实施委托代征、委托代开发票和申请汇总

代开发票管理，全面精准贯彻落实减税降

费政策，解决企业代开发票难、取得发票难

的问题。

加强信息化建设，支撑平台企业快速

发展。太原高新区在山西省税务局协同下

改进和优化了平台企业管理服务信息化手

段。一是优化线上数据采集方式，提供海

量业务明细数据的不间断采集和自动计税

服务。二是对代开发票和申请汇总代开发

票两类业务，分别设置“结报条件、起征点

逐票计税、申报汇总审核、税后开票”等规

则，解决线上业务准确结报、税收征免判断

和精确开票问题。三是建立平台经济大数

据库，初步实现了从平台企业资质认定、平

台内经营者身份认定、动态交易信息采集、

税费自动计算申报、税费申报数据稽核的

全链条闭环管理。

研发发票代开终端设备，大幅提升税

务服务质效。太原高新区与山西航信、北

京航信公司联合研发了全国首台针对平台

企业代开发票功能的自助终端设备，可24
小时连续批量代开发票并同步盖章，解决

了企业开票业务量大、等待时间长的问题。

探索营造平台经济创新创业生态取

得新成效。2021年3月以来，太原高新区

以山西快成物流为首个试点，试行了整套

服务和管理措施，完成委托代征申报数据

40万笔，申报委托代征营业额9.28亿元，

实现委托代征应征税款87.73万元，汇总

代开增值税普通发票165份，申报用时15
分钟，实现了全国首例从申报、开票到完税

凭证明细化服务和管理的突破。截至

2021年10月，太原高新区共有互联网平台

企业340户，累计实现销售收入405.678亿

元，同比增长 231.27%，累计入库税款

20.311亿元，同比增长407.752%。

转型蹚新路，迈步新征程。太原高新

区锚定“走在前、作示范、创一流”的目标，

坚定不移将转型综改进行到底，向着建设

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在全国具有鲜明特色的

一流高科技产业新区阔步前行。

▶ 本报记者 于大勇

▶ 本报记者 于大勇

2021年以来，衡阳高新区紧紧抓住

“十四五”开局的重要时机，全力打造创

新活跃、人才集聚、高质量发展的一流

高新区。

创新能力持续增强。为更好集聚

创新资源，衡阳高新区面向国家战略和

产业发展需求，支持规模以上企业建立

省级及以上科技研发机构，引导大型龙

头企业创建省级及以上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重点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等各

类研发平台，增强企业创新产出能力。

截至 2021 年底，衡阳高新区拥有国家

级企业技术中心 4家，湖南省企业技术

中心 23 家，湖南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1家。

在加速创新人才集聚方面，衡阳高

新区重视人才引进与培养，加强创新人

才驱动，依托园区现有博士后工作站、

国家重点实验室，鼓励企业与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建立产学研技术战略联

盟，为智能制造产业储备技术工人及输

送高级人才。深入实施“人才雁阵”行

动计划，引育高层次人才及团队，着力

吸引一批海内外创新团队和领军人才。

为加速创新成果转化，衡阳高新区

支持园区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共建

科研成果转化基地，完善科技成果就地

转化机制，引导国内外科研机构科技成

果在湘转化。目前，已与北大、国防科

大、南华大学等 10余所高校，中国航天

科工集团相关研究院等 16 家科研院

所，中国技术交易所、中国科学院湖南

技术转移中心等 10家技术平台建立紧

密合作关系，搭建科技成果转化交易平

台。

改革创新持续深化。在推动区域

协同发展方面，衡阳高新区积极探索异

地孵化、“飞地经济”、伙伴园区、国际合

作产业园等多种合作机制，与上海东方

飞马在上海交大科创园采取“衡阳落

地、上海运营”的方式实现项目培育，待

项目运营成熟后逐步落地到衡阳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进行产业化。

为打造区域创新增长极，衡阳高新

区在园区南部工业区借鉴深圳、广州等

地发展科技地产、科技园区的经验做

法，建设科研楼、总部楼、科创中心、展

示中心，将闲置用地 1491 亩进行集中

更新改造和转型升级，发展工业科技地

产项目。

发展环境持续优化。为深化管理

体制机制改革，衡阳高新区加强突出园

区管理机构在经济管理、投资服务和优

化营商环境方面的职能；优化园区内部

组织架构，实行扁平化管理，推行大部

门制，强化园区经济功能定位，重点从

人员身份管理、绩效激励制定、组织结

构优化、权责职责匹配、容纠错机制落

实等 5 个方面推动管理体制机制改

革。支持园区平台公司实行市场化运

作，剥离政府融资功能。鼓励社会资本

参与园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项目建

设，以“园中园”形式投资建设、运营特

色产业园。

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方面，衡阳高

新区完善“1+7”政策体系，继成立政务

服务中心后相继成立衡阳高新区行政

审批局和中小企业服务中心。进一步

完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等政府统一数据共享交换平

台，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方便企

业和群众办事创业。试行“一门式一网

式”审批服务，全面深化“最多跑一次”

改革，深入推进“互联网+行政审批”建

设，推行线上办税，占比达 98.3%，退税

时间从20天缩短到1天；企业登记时间

普遍缩短到 1个工作日左右，实现最快

1小时内办理、发证。

为加强金融服务，衡阳高新区依托

高新南粤基金公司，设立了规模达 10
亿元的政府产业投资基金。成立了企

业上市辅导中心，制定《鼓励和扶持企

业上市（挂牌）实施办法》。

在优化土地配置资源方面，衡阳高

新区根据湖南省、衡阳市相关要求，强

化建设用地开发利用强度、投资强度、

亩均产值等指标。同时，优先安排创新

创业平台建设用地、新业态产业发展用

地政策。

在持续推进绿色发展方面，衡阳高

新区高标准编制绿色发展规划，建立健

全绿色低碳循环现代产业体系、逐步实

现碳达峰与碳中和、单位GDP能耗、工

业废水近零排放等重点领域的目标。

强化“三线一单”和园区规划环评的管

控要求，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发

展，严格项目引进的环保准入关，加强

园区规划环评与项目环评联动。

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

近年来，孝感高新区积极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促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大力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优化创新创业环

境，构筑创新创业生态，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着力推动高新区高质量发展。

持续强化创新能力，创业活力日益

显现。孝感高新区不断完善创新政策

体系，修订出台《孝感高新区支持重点

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孝感高新

区提升创新能力优化创业环境若干措

施》等政策，优化创新创业环境，极大

地促进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同

时，围绕新的创业趋势和需求，鼓励孵

化器、众创空间开展孵化模式创新，引

进卓越科技、纳杰人才、高地石墨烯加

速器等，参与孵化器、人才超市等建设

运营，形成了“众创空间—孵化器—加

速器—专业园”的全链条孵化服务体

系。此外，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支持创

新研发平台建设，加快构建“政府引导、

企业主导、社会参与”的创新体系，并设

立产学研合作专项资金，加强园区企业

与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知名

高校的战略合作，采取委托研发、共建

联合研发中心、技术入股、联合培养人

才等方式开展产学研合作，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

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孝感高

新区抓实“双招双引”，持续开展“楚才

引领”“百名博士联百企”等专项行动，

大力实施“科技副总”工程，推进产业领

军人才、科技创新人才和高技能人才等

梯队建设，打造人才集聚高地。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投资洼地日渐

显现。孝感高新区坚持诚信为本，以

“产业第一、企业家至上”的理念，着力

营造“敬商、亲商、安商、富商”的良好氛

围，不断擦亮“无难事，悉心办”服务品

牌，将园区打造成审批事项最少，办事

效率最高，投资环境最优的区域。着力

推进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次”改革，推

行“三十六证合一”登记模式和容缺受

理制，规划预许可、告知承诺制等工作

模式，行政审批服务效能更快更优。同

时，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孝感高新

区积极深化改革，建立岗位聘任制度、

绩效考核制度，通过科学设岗、双向选

择，实现人事管理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

理的转变，以工作比高下、凭业绩论英

雄。遵循科学量化、注重实绩的原则，

建立完善的绩效考核评价机制，切实发

挥绩效考核的激励、导向和监督作用。

持续结构优化，产业升级日趋成

熟。孝感高新区把投资和重大项目建

设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顶梁

柱”，依托汽车及零部件、高端装备制

造、光电子信息三大主导产业，坚持精

细化招商、产业链招商、重资产招商，探

索市场化招商，支持引进配套企业。采

取“产业基金投资+重资产建设+优惠政

策扶持+企业拎包入驻”的招商模式，成

功引进武汉领创、万立威等多家业界影

响大、带动效应强的激光项目落户。同

时，孝感高新区创新模式，加大国际开

放力度，湖北（孝感）日商产业园经湖北

省商务厅批准，成为该省首个日商产业

园；推动三江瓦力特公司与白俄罗斯相

关企业成立国际合作基地，通过设备定

制输出、共同研发、人才培训等方式开

展国际合作。

持续实施绿色发展，产城融合加快

推进。孝感高新区持续实施园区循环

化改造，“结构优化、循环发展、产城一

体、宜居宜业”的国家级循环化发展新

型园区初步建成。孝感高新区低碳工

业园区试点建设各项任务已全面完成，

各项低碳工业创建指标实现 98%达标，

主要高耗能行业单位产品能耗达到国内

先进水平，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以低碳

排放为特征的工业园区体系已基本形

成。启动园区绿色发展专项行动，并成

立绿色发展领导小组和绿色发展专项办

公室，统筹领导绿色低碳园区建设工作，

保障绿色发展工作稳妥有序推进。

▶ 本报记者 叶伟

永川高新区：抢抓成渝经济圈建设机遇
积极建设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衡阳高新区：持续深化改革创新
打造区域创新增长极

太原高新区：探索平台经济税收新模式
解决平台企业发展税收瓶颈孝感高新区：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