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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发展理念引领
提升固废收运能力和综合利用率

“‘无废城市’”是一种先进的城市管
理理念。”重庆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无废”并不是没有固体废物产生，
也不意味着固体废物能被完全资源化利
用，而是指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通过推
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持续
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
最大限度减少填埋量、将固体废物环境
影响降至最低的城市发展新模式。

近年来，川渝两地深入落实联防联
控机制，深化拓展危险废物跨省市转移

“白名单”制度，联合打击固危废非法跨
界转移、倾倒等违法行为，携手共护长江
上游生态安全，取得了积极进展，为全面
推进“无废城市”共建创造了条件。

“十三五”期间，重庆市（中心城区）
作为国家“11+5”试点城市之一，在全国
率先开展了“无废城市”建设先行先试，
积极探索“治废”新路径，发挥了引领示
范作用。今年4月，生态环境部又将重庆
市中心城区和四川省成都、自贡、泸州、
德阳、绵阳、乐山、宜宾、眉山8市列入“十
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名单。

今年6月，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全
球投资推介会上，川渝两地表示将围绕
主导产业，坚持优势互补，共同打造电子
信息、装备制造、消费品等世界产业集
群，共建全球汽车研发、制造、应用基地
和国家重要医药基地。

“这说明川渝两地产业趋同和互补，可
共建多项固体废物分类收集及利用处置设
施建设，推动固体废物设施共建共享和跨
区域协同应急处置固体废物。”川渝两地多
位生态环境专家均表示，毗邻地区可深度
统筹谋划“无废城市”共建工作，着力提升

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水平，最
大限度降低固体废物填埋处置量。

三年分三步走
纳入规划、搭建平台、深化政策

“川渝两地‘无废城市’共建工作主
要分三步走。”重庆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首先是积极推动“无废城市”
共建纳入重要战略规划。2020年11月，
川渝两省市生态环境部门签订了《推进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共建“无废城市”合
作协议》，从强化顶层设计、加快能力建
设、推动资源共享、推动信息互通、联合
科研攻关、加强联防联控等方面入手，在
全国率先提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无
废城市”建设思路。

2021年，川渝两地协同推动“无废
城市”共建写入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
2022年，“无废城市”建设又纳入生态环
境部印发的《全国“十四五”时期“无废城
市”建设方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生
态环境保护规划》。此外，“无废城市”建
设的要求也被写入重庆市第六次党代会
报告。

其次是主动搭建“无废城市”共建平
台。2021年，川渝两地省级生态环境部
门多次召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无废
城市”共建联席会议，围绕共建工作计
划、重点内容、指导性文件编制、典型经
验、示范工程等进行协商讨论，达成共
识，切实突出川渝两地特色，为推动“无
废城市”共建走深走实打下坚实基础。

同时，川渝两地生态环境部门主动
邀请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
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以及中
国环科院和川渝知名专家为两地“无废
城市”共建出谋划策，从制度、技术、市
场、监管和全民共建等方面提供技术指
导，增强科学性、可操作性、实效性。

第三是拓展深化“无废城市”共建政
策引领。两地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无废城市”共建的指导
意见》，将重庆市全域和四川省成都、绵阳
等15个城市纳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无废城市”共建体系。从工业、农业、生
活、建筑等四大领域、五大体系、十项任务
开展“无废城市”共建，建立健全跨领域、
跨部门、跨区域的固体废物管理体系。

多方面创新
涉及管理模式、机制、帮扶团队

川渝两省市生态环境厅、局相关负
责人均认为，川渝“无废城市”的建设，承
载着形成一批可复制、可借鉴、可推广的
固体废物治理典型模式的期待，包含了
四方面创新。

创建跨区域固体废物协同管理新模
式。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无废城市”共
建从区域协作角度促进资源要素协同配
置、产业结构协同优化、固体废物协同治
理、监管能力协同共享、治理技术协同研
发和环境效益协同分配，推动原料和固
体废物在产业链、供应链上首尾相连、闭
路循环，构建固体废物领域“横向耦合、
原料互供、资源共享”的生态产业链。同
时，进一步明确了联合开展固体废物领
域生态环境差异性评估，“无废城市”共
建成效评估以及固体废物利用处置关键
技术研发、示范。

在全国首创危险废物跨区域转移
“白名单”制度。川渝此举，可实现利用
处置能力设施区域共享，促进产业提档
升级，确保环境风险有效管控。目前，两
地已直接审批“白名单”内危险废物跨省
市转移近5万吨，平均审批时限由1个多
月压缩到约5天，转移种类由3类增加至
9类，企业数增加至70家，覆盖城市（区
县）40余个，许可审批量达14万吨。

首建跨区域共建“五大机制”。两省
市联合印发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无
废城市”共建机制》，形成川渝合作推动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无废城市”建设决策、
协调、执行上下贯通的三级运行机制。根
据《共建机制》，川渝两地将每半年轮流主
持召开一次省级联席会议；组建共建指导
组，合作开展技术攻关；联合征集“无废城
市”共建宣传口号和logo；推进利用处置
设施、技术规范、地方标准等成果共享；合
力打造“无废集团”等示范项目。

率先组建跨区域联合指导帮扶团队。
川渝两省市生态环境部门共同召集两地城
市管理、循环经济、农业农村等各领域的
100余位专家，联合组建指导技术组，围绕
统筹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设施共建共享、统
一标准体系等方面开展技术帮扶、绩效评
估，组织毗邻地区“无废城市”建设方案相
互咨询审查，推动区域协同发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茂佳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供图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刘旭强）近年
来，我国持续加大对企业科技创新的支
持力度，分步骤、成体系出台一系列税收
优惠政策，促进企业发展壮大。12月5
日，记者从四川省税务局了解到，截至11
月10日，省税务部门为全省高技术产业
退税114亿元，带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
入同比增长15.9%。1.5万户次企业享受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加计扣除额总
计超640亿元。

创新是推动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
资金“退得快”助力企业“加速跑”。“我们
现在的主力产品是SMD-3225石英晶
体谐振器，主要应用在手机、无线鼠标、
蓝牙耳机等无线设备上。”四川明德亨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
绍，数码产品迭代迅速，目前这个长3.2
毫米、宽2.5毫米、厚1毫米的电子元件显
得“大”了点。于是，小型化产品研发成

为明德亨科技资金的重点去处。“尤其
1216型产品，肉眼可能都不太看得清。”
相关负责人介绍，明德亨科技在研发上
的投入导致公司现金流吃紧，好在各项

税惠政策让企业享受了1100多万元的
资金红利。

技术创新是企业实现弯道超车的核
心路径，而产品则是企业创新成果的集

中体现。在绵阳，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
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四川邦辰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急需找寻全新的市场突破
口。“我们选准了全国首个面向Java应
用的模糊测试系统。”其财务负责人范国
银介绍，新技术可快速发现被测试软件
的缺陷和漏洞，有效保障和提高软件产
品质量，提升软件开发行业水平。从立
项到下线，390余万元的税惠资金让邦辰
在冲破重重技术难关时更有底气。“税费
支出与研发投入‘一减一增’，新项目的
研发进度比预想快很多。”范国银说。

四川省税务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介绍，今年以来，税务部门依托
税收大数据工具，实现适用政策纳税人
的精准定位，形成科创型企业应享名单，
全面落实增值税留抵退税、研发费用加
计扣除、新购设备税前一次性扣除等政
策，持续助力科创企业发展壮大。

川渝协同发力共建“无废城市”
在全国首创危险废物跨区域转移“白名单”制度

电子废弃物处理企业的厂房，工人们正在对固体废物进行处理。

为创新“加速”四川高技术产业获退税114亿元

近年来，川渝两地大胆探索
跨省市生态环境管理体制机制改
革创新，建立起了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无废城市”协同共建、资源共
享、政策共商的新体制，推进毗邻地
区固体废物利用处置设施共建共享
和跨省市协同应急处置固体废物。

川渝为何要共建“无废城
市”，具体怎么建，有哪些亮点和
特色？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对重庆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
人进行了专访。

环保企业将厨余垃圾制成有机花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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