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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点评

11 月 9 日起，北京市正式实施不动产
统一登记制度。有业内人士分析，此次不
动产登记制度的正式实施，长远意义大于
短期意义，旨在理顺各种不动产的权属关
系，也是后续住房长效机制建立的基础工
作，将会为未来房地产税的铺开奠定基
础，但对于房价的影响不大。

今年3月份《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正
式实施，推动了各地区建立不动产登记制
度，实施不动产登记工作。《不动产登记暂
行条例》 实施后，在徐州颁发了我国第一
本不动产权证书，四川泸县、山东青岛、
重庆长寿区同时作为试点进行不动产统一
登记。由此可以看出，北京不是我国第一
个实施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地区，当然由于
北京是首都，其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实施还
是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不过，舆论关注有个误区，他们将不
动产登记制度仅仅与房产税征收“对接”
起来，这其实是向市场传递错误信号。

首先，不动产登记的对象不仅仅是房
产，还有土地资产、森林资产等；其次，
不动产登记制度实施的主要目的是理顺各
种不动产的权属关系。这是建立市场经济
体制的基础。

其次市场经济体制中最核心的因素是
产权、价格和法治。交易双方对交易的产
品必须拥有所有权，交易才能顺利进行，
否则拿人家的东西交易，就是盗窃行为，
是非法交易。交易产生价格，于是产生了
最基本的供求规律，根据供求关系产生价
格调控机制。市场交易还必须要有规则，
按照规则办事，这就是法治。建立不动产
登记制度，就是对公民财产权属的法律确
认，是从法律角度保护公民财产的根本举
措。

最后，不动产登记制度可以建立公开
透明的资产管理信息，借此可以推进反腐以及为房产税开征铺路
等，这在经济学上称为正外部效应。

从上述分析来看，保护公民财产权的意义远远大于缴纳一些房
产税；对国家来说，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的意义也远远大于征收一些房产税。但是，目前社会
对不动产登记制度的这一重要意义还认识不足，导致产生抵触情绪。

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利益群体作梗，特别是持有多套房产的
人，故意片面放大不动产登记与房产税的关系，向市场释放错误信
号。地方政府官员作为利益群体之一，不主动推进这项工作，一定程
度上也影响了不动产登记制度改革的速度。国土资源部不动产登记局
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3月，全国300多个地市、2800多个县市
区中，只有50个左右的地市完成了不动
产登记职责整合，而县市级仅有 4%完
成了职责整合。

所以应当认识到，实行不动产登
记制度是为了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
权、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这才是
政策的初衷。

（据中国经济网）

建设户外运动大区

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西藏登山学校校长
尼玛次仁介绍：“为了积极响应自治区政府关于
加快发展西藏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实施意
见精神，将我区打造成喜马拉雅登山文化中
心，全区七地市分管体育工作的负责人齐聚拉
萨，进行西藏体育产业研修班学习。在学习期
间，我们邀请区内外的体育产业研究专家共商
西藏体育产业发展大计。明年开始我们将落实

‘十三五’规划项目，大力布局西藏体育产业发
展，建立基地，培养户外运动人才。拿西藏登
山学校来说，在 5－10 年内我们计划招收国际
学生，从体育产业到体育人才培养，打响西藏
户外登山这个品牌。”

尼玛次仁介绍，根据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
府关于加快发展西藏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
实施意见》，西藏将突出“圣地西藏户外天堂”
主题，深入挖掘西藏独特的山峰、森林、草
地、河流、湖泊、冰川等自然资源，积极开发

户外运动项目，推进全国户外
运动大区建设。

将建骑行驿站路线

在研讨会上，日喀则教体
局负责人杨广军介绍，日喀则将利用丰富的山
峰资源，尤其是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作为
日喀则高山户外徒步的名片。

“日喀则将配合自治区体育局建设新的体育
产业项目，如日喀则户外运动基地建设，318
国道骑行驿站路线建设等。结合日喀则各县自
身实际，在萨嘎建户外营地，在吉隆建徒步项
目基地，在拉孜建自驾游营地，利用山峰资
源，做好高山户外徒步登山产业，把日喀则建设
成为以登山为主的喜马拉雅登山产业带，并完善
由此衍生出的服务产业。放宽市场准入条件，鼓
励内地有实力的、有经验的体育企业来日喀则投
资体育产业，在保证生态环境良好、游客人身安
全的前提下，鼓励企业挖掘、制定新颖的体育旅
游路线。”杨广军在接受采访时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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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建喜马拉雅登山产业带
麦 垛

■链接

探险家把脉西藏体育产业发展

“举个简单例子，大部分骑行来拉萨的驴
友都走国道 318线，这条路也是目前最热门的
骑行线路。但是一路上吃住都不太方便，有的路
段住宿便宜，有的路段住宿又贵得吓人，有的路
段没地方住，有的路段只能住到老百姓家里。所
以318线蕴藏的体育产业商机潜力无限。”世界
知名探险家金飞豹以自己走遍世界100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经历为户外产业发展把脉。

“西藏对于探险者来说具有非凡的吸引
力，其特色就是户外，户外资源可以说是世
界第一，随便一个户外运动项目都是世界最
高。按照国际探险组织公示的数据，人均收
入一年达到1万美元，户外运动就会有一个井
喷的发展。所以按照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
户外运动爱好者会越来越多。西藏就是户外
运动爱好者的朝圣地，驴友到这里能找到身
体的体验和心灵的回归。发展户外产业，西
藏要做的事情很多。网上可以找到西藏最美
的 10 条徒步路线，但是西藏这么丰富的资
源，打造出100条最美徒步路线，50座最美
攀登山峰都绰绰有余。我从事户外探险
20 多年，感觉尼泊尔的户外产业发展
做得非常好，西藏可以借鉴。”金飞
豹说。 （据《西藏商报》）

2015年西藏体育产业研修班暨体育产业研讨会在拉萨举行。主办方自
治区体育局特意邀请中国地质大学副教授李元、中国国际露营大会执行主
席李守文、世界著名探险家金飞豹等知名人士及区内七地市教育局（体育
局）负责人和西藏各旅行社、户外俱乐部人士参加了会议，就西藏自治区
体育产业发展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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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彩十年，“欧洽会”硕果累累

2002年，“欧洽会”首次在中国北京举办，4年后，经过
公开申报、认真筛选、综合评定等程序，“欧洽会”会址改在
了成都高新区，并就此落地生根。

至今“欧洽会”已在中国成功举办 10 届，累计有 2550
多家欧洲企业和4700多家中方企业参会，举行22800多场
次配对洽谈，签约及达成意向性合作协议 1625项，成为欧
盟成员国参与最多、欧方企业参与最广泛、中欧交流规模
最大的投资、贸易和技术创新合作盛会之一。

10年间，“欧洽会”从最初的商贸合作，扩展到如今的
创新创业、产业转移等多领域合作，成都与欧洲之间的合
作可谓硕果累累。

促成多个中欧政府间合作项目——成都顺利开通至
伦敦、法兰克福的直航，布拉格直航正在积极筹备；与波兰
罗兹开通“蓉欧快铁”；与丹麦霍森市结成“友城”；中—丹
新能源环保研发应用中心、德国史太白转移中心“龙星项
目”等一批项目落户；中捷通用航空产业集群合作成果不
断深化；捷克驻成都总领事馆于今年9月开馆；中法合建的
蒙彼利埃小学落子成都高新区，成都与蒙彼利埃的友城关
系进一步深化。

引进50余家欧洲机构和企业——奥地利联邦商会、比
利时-中国经贸委员会、中国德国商会、中国法国工商会、
荷兰贸易促进会、波兰罗兹省及罗兹市政府驻成都代表
处、法国蒙彼利埃大区驻成都代表处、丹麦霍森市政府代
表处、法国巴黎大区成都代表处、欧洲直升机公司、芬兰叠
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德国科德宝过滤技术中国公司、法
国苏伊士环能集团、法国翠耀公司等50余家欧洲机构和企
业落户成都高新区。

促成一大批中欧企业合作项目——成都高新区阜特
科技、泰格微波、奥泰医疗、硅宝科技、英泰力、希盟泰克、
先导化合物等中方科技型企业，与欧方签署联合开发、技
术转移、成果转化、投资等合作项目40余个，涉及金额5亿
元，带动产业效益 20亿元，有效提升了中欧科技型中小企
业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推动成都优质企业“走出去”——2012年4月，成都地奥
与荷兰SU生物医药公司合作开发的地奥心血康国际化项
目，获欧盟上市许可，实现我国首个中成药以药品身份登陆
欧盟药品市场零的突破。2013年4月，奥泰医疗自主研发、制
造的Centauri 1.5T超导磁共振医学成像系统成功在立陶宛
实现装机，成为欧盟市场首台中国造1.5T超导磁共振。

其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中欧技术商务合作平

台”的搭建。作为经常性交流合作平台，该平台是经欧盟
“亚洲投资计划”批准，于 2006年由成都高新区管委会、欧
盟项目创新中心、英国、德国、意大利、芬兰等欧盟机构合
作伙伴共同搭建，旨在促进中欧技术、贸易、投资等领域交
流与合作，覆盖西部十省、直辖市的中欧技术交流、经贸合
作和投资促进的重要平台。

顺势而为，抢占中欧战略制高点

近 10年来，中欧不断深化合作，“中国向西看，欧洲向
东看”已经形成令全球瞩目的新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深
刻地影响着全球经济发展。

本届“欧洽会”上，欧盟“地平线 2020计划”与中国“一
带一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及“十三五”规划相交
汇，创新创业成为与会各方关注的焦点。参会各方在投资
贸易、创新集群建设以及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和环
保等项目合作方面取得积极成果。

欧盟驻使团副大使卡门·卡诺表示：“中欧建交 40 年
来，欧盟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未来的40年，中
欧间的依存关系将只增不减。而在中欧的合作中，创新被
提上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双方在科研与创新两大板块中有
很多合作项目准备签署。”她认为，欧盟“地平线2020计划”
与中国“双创”战略不谋而合，中欧双方在创新领域存在广
泛的合作空间。

“远方的朋友宛如天上的星辰，距离遥远却交相辉
映。”在第四届中欧创新集群合作对接会上，成都高新区管
委会主任范毅说：“今后将不断加强同欧洲各国的合作交
流，不断提升欧洽会、中欧技术商务合作平台等对欧合作
载体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促进各类产业、投资、合作、交流
等顺利开展，抢占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制高点。”

截至目前，成都高新区已与 28 个欧盟成员国近 60 个
相关机构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在成都高新区主动融
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推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
过程中，办好“欧洽会”、深化与欧洲的交流合作、全方位推

动国际化发展，成为重要的战略支撑点。

走向全球，喜迎国际化发展新机遇

受全球产业转移和产业要素配置全球化程度加深双
重因素推动，成都高新区积极搭建国际化合作与交流平
台，在10年对欧合作中，特别是通过“欧洽会”的平台，目前
已成功引进来自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的53家机
构、企业入驻，与欧盟28个欧盟成员国的近60个机构建立
广泛合作关系。

作为“东道主”的成都高新区，无疑是“近水楼台先得
月”。通过第十届“欧洽会”的举办，不仅向参会各方展示
了其国际化、现代化发展成果，而且通过多个会议议程，全
方位展示了其未来发展计划，引起欧洲多个国家和机构的
关注。此外，还有 300 多个企业与欧方 150 家企业围绕航
空航天、生物医药、机械制造、新能源及环保、电子信息等
领域开展“一对一”配对洽谈，累计洽谈场次逾800场，达成
初步合作意向160余个。

在本届“欧洽会”上，范毅表示，成都高新区继续提升

国际化发展能力，助推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我们
将支持国内外知名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在成都高新区设
立研发机构，引进一批国际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推进
国际产能合作，共建国际高端产业基地以及科技成果转化
基地。”同时，将“积极推广上海自贸区经验，推动通关一体
化模式改革，大力发展跨境电子商务、保税贸易等新型贸
易方式，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

在全球创新创业生态峰会上，法国索菲亚科技园CEO
菲利普·马里亚尼表示，成都高新区以及索菲亚科技园都
有非常好的发展前景和合作前景，而国际化发展是双方的
共同需求，未来双方将开展很多市场为导向的活动，将创
造更多发展机遇和创新集群。

成都高新区的国际化参与能力、经济发展外向度在西
部各园区中长期居于首位。截至目前，已聚集了Intel、GE、
诺华、西门子、飞利浦等世界 500 强企业 104 家，国内外知
名企业的研发中心超过60家。2014年，实际利用外资21.4
亿美元，成都高新综保区实现进出口总额285亿美元，居全
国综保区第三、西部第一。

今年6月，成都高新区获批为全国第8个、西部首个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此后，四川获批成为国家全面创新改革试
验区。四川省、成都市均把成都高新区作为创新驱动引领发
展的核心区域。10月31日，中韩双方共同宣布在成都设立中
韩创新创业园。目前，项目选址已确定落户成都高新区。

范毅表示，成都高新区将全方位支持国际产业合作发
展，不遗余力地推进新川创新科技园、中韩创新创业园、中
古生物产业园等国际合作项目，并积极推动成都高新区与
硅谷、特拉维夫、索菲亚、班加罗尔、新竹等全球创新高地战
略合作，实现世界级的创业团队、资本、技术的双向流动。

抢占“一带一路”制高点
贾振成贾振成

第十届中国—欧盟投资贸易科技合作洽谈会（简称“欧洽会”）11月9日至10日在成都高

新区召开。本届“欧洽会”是今年唯一在中国举办的中欧建交40周年活动，受到欧盟委员会

及成员国的重视。27个欧洲国家以及美国、以色列、印度等国的政府部门、机构和企业代表

共200余人组成“豪华阵容”参加本次盛会。在当今世界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大潮流中唱响了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主旋律。

成都高新区携手“欧洽会”

图为第十届欧洽会项目配对洽谈会现场图为第十届欧洽会项目配对洽谈会现场图为第十届欧洽会项目配对洽谈会现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