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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搭乘中欧班列进入中国
市场。消费者追求物美价廉的同时，外贸企业也
希望运营成本越来越低，把国际生意越做越大。

“受益于这项改革创新，我们进口的菜籽油，
一列车算下来要减少成本费用近10万元。”在成
都国际铁路港货物堆场，四川荣材晟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关务负责人郑高荣向记者算了一笔账。

他所说的改革创新，是指成都在全国率先推
出的“中欧班列运费分段结算估价管理改革”。
这项改革入选了国务院第四批自贸试验区“最佳
实践案例”，已在全国进行复制推广，让更多外贸
企业享受到源于成都的创新红利。

助企降低运营成本
一季度为62家企业减轻税负近40万元

中欧班列综合运输成本低是其核心竞争
力。自2013年开行以来，成都中欧班列这支“钢
铁驼队”已连通境内外150个城市，往返之间，把
中国好物运往全球各地，也把全球好物输入中国
市场。

在走访调研企业过程中，青白江海关了解到
中欧班列通常按照“一单到底、一次结算、分段运
输、全程负责”方式组织物流运输，由于境内和境

外段运输未拆分，企业将境内段运费并入进口完
税价格。而按照相关规定，进口货物在运抵我国
境内输入地点起卸后的运输及相关费用不计入
完税价格，也就是说，中欧班列境内段运费可以
从进口完税价格中扣除。

境内段运费并入进口完税价格，造成企业理
论上承担了不必要的税负。那么，如何充分发挥
中欧班列运输综合成本优势，帮助企业降本增效？

“青白江海关组织专班开展广泛调研后，研
究提出将境内段运费从完税价格中扣除的可行
性方案，获批准后实施，帮助企业降低了运营成
本。”据青白江海关综合业务一科副科长沈虹介
绍，一项名为“中欧班列运费分段结算估价管理
改革”的创新举措于2019年在全国率先实施，截
至目前已累计为享惠企业减轻税负约410万元，
其中今年一季度已为四川62家企业减轻税负近
40万元。

从成都走向全国
让更多企业享受到成都的创新红利

这项改革创新不仅让四川本地企业受惠，也
让国内其他地区企业享受到了红利。2021 年 4
月，海关总署印发《中欧班列回程运输及其相关费

用估价指导意见》，明确符合扣减相关条件的境内
段运输及其相关费用不计入进口货物完税价格。
中欧班列回程运输货物境内段运费扣减的创新举
措，从成都走向了全国，在全国推广。

一项创新举措，究竟能带来多大的好处，享
惠企业最有发言权。

“以我们公司从俄罗斯进口的菜籽油原油为
例，一列车装载130个集装箱，通过中欧班列运抵
成都，受益于这项改革创新，每个集装箱可扣除约
4000元的境内段运费，按照9%的关税税率计算，
一列车进口货物就将少缴近5万元关税，加上增值
税减负后，为公司减轻税负近10万元。”郑高荣说，
运营成本减少了，这部分费用也会表现在价格变
化上，让下游企业和消费者也享受到了实惠，更为
重要的是，让企业减轻了资金成本压力。

据郑高荣介绍，目前，这项改革创新适用范
围已扩大到所有符合条件的外贸企业及中欧班
列全线，商品范围也扩大至木材、矿产品、菜籽
油、肉类等所有符合条件的进口商品，越来越多
企业享受到这项改革创新的红利。

据成都海关统计，一季度，成都海关青白江
铁路口岸监管成都国际班列开行1380列，监管进
出境货运量41.7万吨，同比增长11.4%。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杨富

致力于“开眼界”：
头部公司落地成都

“我们专注于一体式智能眼镜研发，也是无
线AR眼镜、AI智能眼镜的开创者。”刘宇介绍，
公司自2020年成立以来，凭借出色的研发与创
新能力，已连续3年位居国内智能眼镜出货量
榜首，一体式AR眼镜出货量稳居第一，市场份
额达41%，是智能眼镜行业当之无愧的领军者。

公司之所以将总部迁至成都，并在此首发新
品，与企业发展阶段紧密相连。IDC日前公布的

“2025年中国AR/VR洞察”显示，2025年中国
AR/VR市场回暖，出货量预计增长114.7%，AI
为行业注入新的活力和增长点。随着行业竞争
加剧，企业迫切需要更具影响力的平台来展示新
产品、拓展市场，而成都恰恰能提供这样的助力。

“成都丰富的数字文创生态，为产品研发
提供了充足的内容资源。”刘宇说，公司的 AI
智能眼镜本质上是“内容+体验+场景”的结

合，成都能够帮助公司在产品研发过程中，开
发出贴合不同应用场景的功能，推出更完备的
新产品。“以文旅领域举例，成都拥有武侯祠、
锦里等大量热门景点，文旅资源丰富，为智能
眼镜在文旅场景的应用提供了天然的‘试验
田’。公司借助本地文旅场景，开发出如景区
导览、文化古迹讲解等功能，让智能眼镜更好
地服务于游客，提升游客体验。”

除了丰富的内容资源，成都高校云集，每
年为科技行业输送大量专业人才。企业吸纳
更多相关领域的优秀人才，为产品研发持续注
入新鲜血液，保障研发工作的高效与创新。

推动落地场景：
让产品直接“进入生活”

近日，成都出台《成都市推动首发经济发展
三年行动计划 (2025—2027年)》，通过实施新品
首发攻坚、各类首店引育、活动矩阵打造、特色
载体营建、营商环境提升五大首发行动，全方位

优化首发经济发展生态。刘宇表示：“成都的首
发活动是我们的‘流量密码’，为我们吸引众多
消费者和行业人士的目光，进而开拓广阔市
场。同时，成都城市包容度高，消费者对新鲜事
物接受度高，这也为公司产品提供了良好的市
场土壤，有助于产品快速被市场接纳。”

下一步，公司将充分利用成都的首发经济
优势推动自身发展，2025年，计划上线两款最
新的AI+AR智能眼镜，分别具备AI+拍照、AI
个人助理、空间计算、多屏显示影音娱乐等多
种强大功能；将继续开设用户体验店，提升消
费者对产品的体验感；拓展文旅、教育、政务等
落地场景，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同时，公司
将加速全球化布局。

刘宇表示，希望成都的“首发”不仅是产品
亮相，更是体验破圈，能让产品直接“进入生
活”，让成都从产品的“首发之地”转变为产品
的“首用之城”，让智能眼镜真正融入人们的日
常生活。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柳 摄影 曾书睿

③
首发活动助企业开拓广阔市场

推动成都产品首发
从“开眼界”到“进生活”

“戴上眼镜居然能看到眼前有一块
屏幕，我们的对话正被同步翻译成英文，
几乎没有延迟，好神奇！”日前举行的

“2025成都首发季”启动仪式上，INMO影
目科技带来了两款成都首发的一体式智
能眼镜，吸引了大量参会者驻足围观、深
入了解并踊跃试戴。不少嘉宾试戴该公
司的智能眼镜后，发出这样的惊叹。

去年，影目科技将总部落户成都，今
年又在成都进行产品首发。可以说，在成
都这片沃土上发展，企业迈出的每一步都
无比坚定。昨日，记者对话影目科技市场
品牌部工作人员刘宇。他表示，选择在成
都发展，是因为“成都丰富的数字文创生
态，为产品研发提供了充足的内容资源”，
而且“成都的首发活动是我们的‘流量密
码’，帮我们吸引了众多消费者和行业人
士的目光，进而开拓出广阔市场”。

在成都首发的一体式智能眼镜。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吴怡霏）4
月16日，记者从成都高新区获悉，天府绛溪实验
室又有新进展——由实验室与链主企业成都鼎桥
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合作共建的机器人大脑技术创
新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正式签约成立，标志着
四川机器人大脑创新中心进入“双中心运营”新阶
段。这也是天府绛溪实验室成体系布局机器人大
脑、交互和训练等创新平台，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
的具身智能数据集、全国领先的数算一体平台及
机器人大脑创新平台的重要举措。

据悉，机器人大脑技术创新中心将引进人工智
能领域科技创新人才，汇聚领域内顶尖创新资源，围
绕国家需求和行业典型场景，开展关键技术攻关，打
造标志性产品。瞄准具身智能机器人“大脑、小脑、
肢、体”四大关键技术群体中的“大脑”关键技术群，
中心将聚焦攻克机器人大脑感知、决策、控制等关键
技术难题，助力机器人产业迈向高端化、智能化。

作为四川省政府批复建设的天府实验室4个
方向实验室之一，天府绛溪实验室在科技创新领域
发挥着重要的策源作用，此次与链主企业成都鼎桥
合作建立中心，将进一步深度整合双方优势资源，
深化智能机器人核心技术攻关与场景应用探索，为
我国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吴怡霏）
记者昨日获悉，国家发改委日前正式发布《绿色低
碳先进技术示范项目清单（第二批）》，成都高新区
企业成都倍特数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申报的“成
都高新区虚拟电厂示范项目”，凭借先进的技术创
新和实战应用成效，成为中西部唯一入选的虚拟
电厂示范项目。

据悉，成都高新区通过构建“政府引导+企业
主体+市场运作”的创新模式，整合物联网、云计
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打造出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虚拟电厂平台。目前，成都高新区已形成虚
拟电厂“规划建设-智慧运营-全域推广”全链条
支持体系，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能源数字化
转型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成都高新区虚拟电厂示范项目”以物联网为
基础，运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将相对分散的电源、电网、负荷和储能等进行
集成调控，实现了“源网荷储”协调互动。该项目建
设一套虚拟电厂软件平台，接入区域内各类负荷及
电源资源，配套建设数百套100千瓦/232千瓦时小
型一体化储能柜。项目可实现250兆瓦可调资源
聚合能力，最大实时响应能力可达130兆瓦。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吴茜）4月
15日，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与省能源局联合发
布了《四川省新能源产业链建圈强链工作方案
（2025—2027年）》（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紧密结合四川新能源产业实际，聚焦光
伏、风电、氢能三大细分行业，全面覆盖技术研发、原
材料供应、生产制造以及推广应用等全产业链环节。

根据《方案》规划，到 2027 年，全省新能源产
业链营业收入目标超过 5000 亿元，力争达到
6000 亿元，光伏、风电装机规模将达 4500 万千
瓦。届时，主要承载地与协同发展地将形成良好
的融合发展态势，新能源产业链在关键材料、核
心技术和装备方面的自主可控水平将大幅提升，
市场机制、标准体系和管理体制将更加完善。

《方案》明确了八项重点任务，包括实施延链
补链强链行动、企业培育壮大行动、创新能力提升
行动等，并绘制了光伏、风电、氢能产业发展图谱，
精准剖析产业发展优势与短板，明确产业发展方
向。此外，从强化技术创新、强化要素保障、扩大
推广应用3个维度，制定了14项政策措施，为新能
源产业建圈强链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刘依
林）“我们计划在园区积极推动光伏、储能等绿
色低碳技术应用”“我们可提供全流程、专业化、
数字化的再生资源回收服务”“我们希望把绿色
智慧厕所部署在主要场馆和人流密集区
域”……4月16日，一场关于成都世运会绿色低
碳场景的供需对接会在成都举行，来自成都环
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四川银谷碳汇再生资源
有限公司、中和青山厕所科技（四川）有限公司等
20家企事业单位的代表，纷纷进行推介交流。

作为会议的重要环节，成都世运会执委会宣
传部（开闭幕式部）相关负责人对外发布了六大
绿色低碳类场景应用清单，涉及绿色电力、绿色
出行、低碳场馆、低碳生活、世运公益林、赛事碳中
和这几个板块，可谓覆盖整个赛事的方方面面。

“此次搭建政企联动的市场化对接平台，希
望吸引来自全市、全省具有较强科创实力的本土
企业，共同实现绿色低碳办赛、以赛兴业。”成都世
运会执委会宣传部（开闭幕式部）相关负责人说，
对于企业而言有两种合作方式可选，除了常规的

赞助商和特许经营模式，今年还特意为本土企业
开辟了公益捐赠模式，“企业可捐赠现金、物资、技
术和服务等，这对科技类和低碳类企业来说性价
比更高，不会有太大的成本压力。”

据了解，目前已有部分企业对参与成都世
运会公益捐赠表现出兴趣，其中就包括中和青
山厕所科技（四川）有限公司。

“我们专注于绿色智慧厕所的研发、设计、
制造、销售和运维，产品集生物发酵、智慧基
建、工业互联、人工智能等技术于一体，拥有弥

散式供氧、高压氧舱、应急救援、防雷避雷、节
能环保等多个功能，可以让人体排泄物实现就
地化、减量化、无害化并且全资源循环利用。”
中和青山厕所科技（四川）有限公司创始人董
事长徐际鹏表示，希望借助成都世运会这一宝
贵机会，为更多观众展示智能化的如厕体验，
助力赛事实现绿色低碳。

此外，成都世运会执委会还在现场发布了
《“成都世运会碳中和领航员”计划倡议书》（简
称《倡议书》）。根据《倡议书》，即日起面向全
社会公开招募具有社会责任心的企业和机构，
通过自愿捐赠碳信用、支持碳汇项目等方式，
旨在通过市场化碳信用捐赠机制，凝聚企业力
量，共建“零碳”世运盛会。

成都世运会发布六大绿色低碳场景应用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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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成都国际班列开行
超1000列，监管进出
境货运量41.7万吨，
同比增长11.4%

降本减负
截至目前已累计

为享惠企业减轻税负
约 410 万元，今年一
季度已为四川 62家
企业减轻税负近 40
万元。以四川荣材晟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为
例，从俄罗斯进口菜
籽油原油，一列车可
减轻税负近10万元

全国推广
2021 年 4月，海

关总署印发指导意
见，明确符合条件的
境内段运输及其相关
费用不计入进口货物
完税价格，该举措在
全国推广

范围扩大
改革创新适用范

围已扩大到所有符合
条件的外贸企业及中
欧班列全线，商品范
围也扩大至木材、矿
产品、菜籽油、肉类等
所有符合条件的进口
商品

成都首创“中欧班列运费分段结算估价管理改革”全国推广

为外贸企业“抠”出降本减负
已累计为企业减轻税负约410万元

攻关具身智能赛道
天府绛溪实验室机器人大脑

技术创新中心成立

中西部唯一

成都高新区虚拟电厂示范项目
入选国家示范清单

到2027年

四川新能源产业链营收
力争达到6000亿元

繁
忙
的
成
都
国
际
铁
路
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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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刘泰山）
记者4月16日从四川省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以
来，川渝两省市以重点项目为抓手，不断推动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走深走实。一季度320个川
渝共建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119.8亿元、年度投资
完成率25.4%，顺利实现“开门红”。

现代基础设施类项目取得重大突破。1—3月
完成投资649.5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22.8%，重庆
江北国际机场T3B航站楼正式投用，成都双流国
际机场提质改造工程完成T1航站楼改造，渝西水
资源配置工程嘉陵江干线全线通水，西宁至成都
铁路四川段首座隧道班佑1号隧道顺利贯通。

现代产业、科技创新类项目有序推进。1—3
月完成投资397.6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31.5%，成
都高新区奕斯伟板级封装系统集成电路项目建成
投运，国家级（荣昌）生猪区域性种业创新基地建
设项目、中新重庆枢纽港产业园（一期）科创中心
全面开工建设。

文化旅游、生态环保、对外开放及公共服务类
项目加快实施。1—3月完成投资72.7亿元，年度投
资完成率24.1%，陆海国际中心幕墙工程正式竣工，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德阳医院正在进行设备
安装调试，江苏省中医院重庆医院建设项目主体工
程完工，宽窄巷子二期项目完成顶板结构施工。

320个川渝共建重点项目建设
实现“开门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