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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以来四川立案经济犯罪案件5800余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8600余名，涉案总价值270余亿元

5月14日，四川省科创通上线发布暨
四川省科技创新券、“天府科创贷”政策
解读会在成都召开，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从会上获悉，四川力争到2027年
通过科创通平台年服务创新主体2万家
（次），孵化科技型企业1000家，助力西部
创新高地建设。

科技厅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赵
敏表示：“为体系化推进全省科技创新和
科技成果转化，我们以成都科创通平台
为基础，升级打造省科创通平台，旨在打
造服务全省、辐射西部的综合性科技创
新服务平台。”

四川省科创通：
打造综合性科技创新服务平台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四川省科创通
平台是落实省委、省政府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的重要举措，旨在建成服务全省、辐
射西部的综合性科技创新服务平台。赵
敏介绍，平台以成都科创通为基础升级，
采用“1+X+N”设计模式：

“1”：四川省科创通服务平台，集成
政策申报、融资对接、技术交易、知识产
权服务等功能，实现“一网通办”。

“X”：专业化服务板块，涵盖中试平
台、技术服务机构、知识产权机构、银行
投资机构等全链条服务资源。

“N”：区域板块，针对21个市州的创
新特色和产业特点，设立精细化服务专
版，提供定制化科技服务。

科创通平台利用大数据和AI技术，
精准匹配企业需求，提供个性化推送服
务。通过打通政府、金融机构、科研院
所等数据壁垒，建立动态更新的“科创
企业数据库”和“科技成果项目库”，实
现资源共享。平台还优化用户体验，简
化注册、认证和申报流程，提升响应速
度和稳定性。

通过线上科创通平台与线下“科创
岛”实体空间协同，四川构建覆盖全域、
全链条的科技创新服务生态，破解科技
型企业“融资难、资源散、对接慢”痛点，
助力企业“找政策、找资金、找技术、找

市场”。
到2027年，平台目标上线大型仪器

设备2万台套，中试服务平台超200家，技
术交易机构超300家，科技金融服务机构
超500家，年服务创新主体2万家（次），孵
化科技型企业1000家，助推科技成果就
地转化，打造全国标杆性科创服务平台。

“希望借助此平台，构建开放、高效
的区域创新生态，助推科技成果就地转
化，打造全国标杆性科创服务平台，为地
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科技厅
相关负责人表示。

科技创新券：
最高20万元年度补贴

为促进科技资源共享和成果转化，
科技厅与财政厅于4月16日联合发布《四
川省科技创新券管理办法（试行）》，自
2025年5月20日起施行，有效期2年。

科技创新券是支持创新企业购买专
业科技服务的普惠性政策工具，采用电
子券形式，当年有效，全省通用通兑，每

年总额管控，先申先享。企业使用创新
券购买科技服务可获最高20万元年度补
贴。

据科技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为规范
“天府科创贷”政策性贷款产品管理，科
技厅与财政厅联合发布《“天府科创贷”
操作细则》，吸纳前期实施经验，扩大支
持范围和力度。

首先，是支持范围扩大。新增高层
次人才所在企业和创新积分评价企业，
覆盖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

其次，贷款额度提升。最高贷款金
额从1000万元增至2000万元。

此外，建立“省风险补偿资金池+银
行+担保+再担保+国担基金”五方分险
模式，建立风险共担机制，纳入国担基金
支持，增强金融机构信心。

四川省科创通平台的推出，结合科
技创新券和“天府科创贷”政策，形成“科
创平台+金融+服务”的创新支持体系，
构建开放高效的区域创新生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边雪

侦破假币案件49起
缴获假人民币400余万元

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人们
的支付习惯发生了巨大转变，现金的
使用量逐渐减少，电子支付给我们的
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与此同时，假
币犯罪也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和新趋
势。当前，假币犯罪有哪些新特点和
技术化趋势？四川公安如何提升打击
假币犯罪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在5月14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公安厅经侦总队副总
队长秦虎介绍，目前，假币犯罪方面主
要呈现出三大新特点。一是制假网络
特征明显。犯罪分子利用互联网平台
完成制假原材料采购、设备交易和资
金支付，造假链条已逐渐从线下模式
转变为线上运作。二是贩假渠道多
样。犯罪分子通过线上、线下结合方
式多渠道贩卖假币，线上利用网络平
台、社交软件进行联系，线下通过快递
邮寄、车辆运输、人员携带等方式进行
销售。三是用假方式隐蔽。犯罪分子
通常选择防范意识较弱的人群和场所
进行使用。他们瞄准菜市场、便利店
等现金使用频繁的场所，利用各种“找
零骗局”，达到使用假币的目的。

2024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会同
人民银行健全完善警银假币监测反应
机制，实现公安假币监测点与全省
700余个金融机构监测点的快速响
应，实现假币信息和数据的动态掌
控。建立反假币跨区域合成打击中
心，有机融合各警种侦查资源，强化情
报收集与研判，为打击假币犯罪提供
有力支撑。

省、市、县（区）三级公安机关各自
发挥优势，掌握打击主动权，实现跨区
域案侦工作优势互补、联动收网，成功
破获多起假币案件。2024年以来，全
省共侦破假币案件49起，抓获犯罪嫌
疑人95名，捣毁假币制造、储藏窝点
23个，缴获假人民币400余万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戴竺芯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戴竺芯）5月
15日是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
犯罪宣传日，5月14日，省政府新闻办
举行新闻发布会，由公安厅经侦总队相
关负责人通报2024年以来全省公安经
侦部门打击防范经济犯罪工作成效，并
答记者问。

公安厅经侦总队总队长李治钢
介绍，2024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以

“专业+机制+大数据”的新型警务运
行模式为牵引，严打突出经济犯罪，
坚决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经济
金融秩序，全力护航全省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四川公安聚焦当前经济犯罪形势
特点，重拳打击群众反映强烈、危害严
重、社会影响广泛的经济犯罪活动，强
力推进一系列专项行动，2024年以来，
全省共立经济犯罪案件5800余起，抓
获犯罪嫌疑人8600余名，涉案总价值
270余亿元。

其中，严打非法集资犯罪，立案侦
办相关案件140余起；同时开展金融领
域刑事犯罪攻坚，破获“歼击”“净保”等
专项行动大要案件125起。积极以“专
业对职业”破解打击涉税犯罪难题，立
案侦办涉税案件399起，摧毁了一批职
业化虚开骗税犯罪团伙。突出打击假
币区域犯罪，以捣毁制假窝点、切断假

币流通渠道、摧毁贩运网络为重点，破
获假币犯罪案件49起，捣毁假币制售
窝点23个。

严管严打传销犯罪、探索打击网络
传销犯罪新模式，立案侦办有关案件
283起，多起案件被列为公安部督办案
件。快侦快破商贸领域犯罪，坚持对侵
害企业合法权益的合同诈骗、串通投
标、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重点犯罪“零
容忍”，连续开展涉粮食安全、工程招投
标、城镇燃气安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
和腐败问题等整治，立案侦办相关案件
2300余起，持续营造良好的安商惠民

社会环境。
四川公安积极推动“专业+机制+

大数据”的新型警务运行模式建设，推
动相关实验室、平台等硬件设施建设，
研发一批实用工具。建立全省经侦人
才库，不断充实反洗钱、打击涉税犯罪
等领域专业人才力量，目前已吸纳经侦
各领域专家人才50余名。

警方呼吁，广大群众要提高防范意
识，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警惕打着“高
额回报”“稳赚不赔”等幌子的经济犯罪
活动，坚信“天上不会掉馅饼，掉的可能
是陷阱”，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涉税犯罪呈现哪些新趋势？四川
公安机关在维护国家税收安全方面采
取了哪些针对性措施？ 在5月14日省
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安
厅经侦总队副总队长秦虎介绍了具体
情况。

秦虎透露，2024年以来，全省公安
机关共立案侦办涉税犯罪案件399起，
挽回经济损失8.6亿余元。

全省公安机关坚决落实公安部系
列部署，对药品及医疗器械生产经销行
业、成品油流通领域虚开犯罪活动开展

针对性打击，去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
发起3起集群战役，有力斩断了以发票
为工具的利益链条，有效策应了医疗行
业整治、打击成品油非法交易等专项工
作的开展。

严打骗取出口退税犯罪。“这类犯
罪在涉税犯罪中性质最为恶劣，公安
机关始终将其作为打击重中之重，
2024年四川公安机关先后组织发起
集群打击8起，全年立案数、抓获犯罪
嫌疑人数、涉案总价值和挽回损失同
比均大幅上升。”秦虎说，同时，严厉打

击不法报关行、货代公司等不法中介
团伙，有效遏制了骗取出口退税犯罪
高发的态势。

此外，四川公安密切关注国家出台
的一系列税费优惠政策和管理服务措
施，主动研究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可能出
现的各类涉税犯罪，通过开展专项行
动，依法严厉打击了一批利用“加计抵
减”“留抵退税”等税收优惠政策实施的
虚开骗税违法犯罪活动，有效助力国家
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精准落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戴竺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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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发布会现场。图据四川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