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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热点产经

光伏产业纵深推进存拦路虎

市场化改革是必由之路

近十年来，中国光伏产业实现了从一路追
赶、齐头并进到全面超越的华丽转身，在技术、规
模、成本和装机容量上都已领先，已牢牢执住全
球光伏产业的牛耳。然而，在光伏产业向纵深推
进的过程中，一些问题也成为阻碍产业长期健
康发展的拦路虎。

当前，我国光伏产业从上游的原材料，到中
游电池片、组件等一系列元器件的生产，再到下
游的光伏发电，都要全额征收各种税费。如再考
虑社保因素，税费更加惊人。仅从光伏发电端
看，每度电的税费已经达到1毛7分到2毛3分。
事实上，各类税费成本居高不下已成为影响光伏
产业发展、导致光伏发电需要补贴的首因。

此外，当前通过指标控制光伏发电规模的管
制思路，既不符合也不利于市场化条件下产业的
健康发展。产业适度规模化发展，促使设备、技
术不断更新，是光伏成本不断降低的关键因素，
倘若一味用指标压制发展规模，成本下降速度将
大大减缓。

近十年来，光伏发电成本已下降了90％，全
面实现平价上网的曙光出现，补贴并不会无限扩
大。

改革开放至今，光伏指标这种计划经济体制
下的产物依然存在，指标如何合理分配不仅让各
级能源部门焦头烂额，更滋生了权力寻租和腐败
的空间。

国家能源局专门下发了《关于开展分布式发
电市场化交易试点的通知》，促进更多购电方和
发电方直接市场化交易，促使光伏电力消纳和去
补贴的完成。可通过竞争性招标的方式，让企业
充分接受市场考验，达到优胜劣汰的效果。

作为绿色电力的光伏发电，理应成为国家支
持的重点产业，应当明确全部减免征收企业所得
税、增值税及其附加，提供一条绿色发展的通
道。同时，实施全面减免从光伏原材料和设备制
造，到光伏发电各个环节的一切相关税负，从总
量上计算，这部分税费也并不会对我国当前财政
收入造成大的影响。

市场化机制和政策性措施双管齐下，才能
解决光伏补贴资金问题。市场化机制方面，建
议全面推行碳税政策，同时辅之以“绿证”制
度，这将有效解决可再生能源补贴缺口问题。
通过收取碳税还能进一步增加碳排放成本和
费用，从而促使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的消费
逐渐减少，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雾霾及全球气候
变暖问题。

从2008年至今，国家为防止污染气体排放，
已为煤电脱硫、脱硝补贴了10年时间，投入了超
过一万亿元资金。而光伏产业作为关乎全国人
民呼吸健康的战略新兴产业，我国财政也完全有
能力支撑其峰值时每年1000亿-1500亿元的补
贴金额。

为更有力保障全体国民的健康，满足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我国上下迫切需要
且完全有能力像今日的扶贫攻坚那样，充分发挥
政治和体制优势，用5-10年时间实现空气、环境
和生态的彻底“脱贫”。

中山市节能协会 肖应春

近年来，大力引入高端科研机构
是中山在创新生态链上的一项重要举
措。为进一步优化科研院所布局，引
进高端科研机构，充分利用各高校、研
究院的优秀科技资源，市科技局制定
了《中山市引进高端科研机构专项事
业费使用暂行办法》（下称《暂行办
法》），于今年6月22日起实施。

记者从《暂行办法》看到，前者明
确了专项事业费支持范围，包括高端
科研机构运营补助、重大科技活动补
助，并对专项事业费使用绩效目标作
出规定。其中，高端科研机构运营补
助用于支持引进高端科研机构的日常
运营，包括人员经费、办公经费、业务

经费、设备费、会议费、租赁费、修缮及
用于维持机构正常运营、完成专项事
业费绩效目标的开支。单个机构每年
支持经费原则上不超过200万元。

至于重大科技活动主要是指对市
政府或市科技局为了引进高端科研
机构，部署开展的高端人才引进、技
术资源项目对接会、高端学术研讨会
及成果发布会等国内外重大科技活
动提供支持。市科技局组织专家对
活动预算或活动决算财务票据审核
后给予适当补贴，单次活动最高支持
不超过100万元。

同时，申请单位应满足一定的条
件，如申请单位应为市政府或市科技

局与国内外高端科研机构、高校签署
协议后，根据协议由签约科研机构、高
校在中山设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
研究院、技术转移机构等实体。

在年度绩效目标方面，《暂行办
法》要求申请方在中山需拥有不少于
5人的运营管理团队，以社保参保证
明为准；每年组织不少于50人次的高
校教授、高端人才等到中山开展技术
服务、成果推介、项目对接等科技活
动；每年在中山举办成果、技术、人才
对接活动，活动累计参加人数不少于
300人次；每年根据中山市产业发展
需求，向中山市推荐20项技术成果等
等。

商报讯（记者 梁展宏 摄影报道）
记者从西区办事处获悉，为进一步提
升开办企业便利度，优化营商环境，
近日西区正式推出了“准入即准营，
两日即办成”行政审批新模式。这是
继2017年西区启动“微信预约”、“一
窗通办”、“领证短信提醒”等多项便
民利民举措以来的又一强效便民利
民措施。

记者了解到，该审批模式按照
“一套资料、一窗办理、一次跑动、两
日办成”的总体目标实施，个人或企
业申请办理“准入即准营”范围内经
营项目，证照 2 天之内即可同时办

成，比原来承诺的办理时限缩短了
13 天，比法定时限缩短了 18 个工作
日。西区办事处方面表示，今后申
请人只需在一个窗口办理证照申请
手续，2个工作日内即可同时领取工
商营业执照和食品药品经营许可
证，实现证照办理业务流程全融合，
有效简化项目审批流程，不仅为申
请人节约了时间，减少办理证照多
次跑动、多头申请、多头提交材料的
繁琐步骤，同时还解决了办证时间
长、准入不准营的难题，使办事流程
更加优化，企业登记更加简便、市场
准入更加快捷。

西区推新模式优化企业营商环境

最高资助可达
1000万元
中山出台两项新政支持平台科技创新

如今，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企业乃至城市竞

争力的重要指标。记者本周从市科技局官网获

悉，该局日前正式下发了《中山市引进高端科研

机构专项事业费使用暂行办法》和《中山市新型

研发机构专项资金使用办法》，对全市引进高端

科研机构进行运营补助，加强资金在支持新型

研发机构质量提升的作用。其中，重大科技活

动最高可获资助100万元/场，省级重大技术研

发平台的资助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

记者 梁展宏

同时实施的还有《中山市新型研
发机构专项资金使用办法》（下称《使
用办法》）。为了进一步加快中山市新
型研发机构引进效率，加强新型研发
机构的建设质量，科技局结合2015年
至2017年新型研发机构专项资金执行
情况，对原有的新型研发机构专项资
金使用办法进行修订。

记者留意到，本次修订重点突出
新型研发机构专项资金，在引进组建
新型研发机构，搭建重大创新平台方
面的属性；删除部分资金使用方向，加
强资金在支持新型研发机构质量提升
的作用；调整部分专项资金执行管理
内容，通过管理办法进一步提高新型

研发机构专项资金的管理水平。
其中，“新型研发机构初创期建设

资助”和“新型研发机构重大研发平台
建设补贴”受理方式，由按批次组织申
报调整为全年受理，以进一步提升中
山市对优质创新资源引进的吸引力，
搭建资源引进的绿色通道；原为按立
项总额70%拨付资金，现调整为根据
合同约定方式拨付资金，进一步加强
项目合同的约束力，加强资金的阶段
性管理和阶段性绩效管理。

根据《使用办法》，对通过市级认
定的新型研发机构一次性给予50万元
的认定补助；对通过省级认定的新型
研发机构一次性给予80万元的认定补

助。单个机构获得的认定补助总额最
高80万元。在新型研发机构初创期，
对由市政府或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与
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协议共同建设，
按照新型研发机构标准新建设的研发
机构，择优给予一次性经费支持，单个
机构资助额度原则上不超过 1000 万
元。

此外，对中山市的省级新型研发
机构与市政府或市科技局协议组建，
能够引领中山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或
为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共性技
术支持的重大研发平台，也可以获得
建设经费支持，单个平台资助额度不
超过1000万元。

加强高端科研机构引入力度：重大科技活动最高可获资助100万元/场

被认定重大研发平台：最高可获1000万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