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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连续两年未年报企业限期履行法定义务的公告
经查，本公告所列企业（详见附件）2022-2023 连续两年未履行年报公示义务，被西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列入异

常名录。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2024 修订）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

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内，请上述企业及时履行年报公示义务并申请信用修复，如确实不开展经营活动，请于公告期

内到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手续。公告期满后，如企业仍未履行相关法定义务，或未办理注销登记，我局将依据《企业信息公

示暂行条例》（2024修订）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吊销营业执照。

附件：2022-2023连续两年未年报企业名单。

西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年 9月 6日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主体名称

西藏依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西藏拉萨柯进餐饮有限公司拉萨分公司

中核资源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华昌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拉萨分公司

西藏蓝天山民族工艺品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拉萨行粟餐饮有限公司

西藏海尧商贸有限公司

西藏瀚澧投资有限公司

西藏日达曲果投资有限公司

西藏自治区矿产品经销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号

91540000MA6T52DN8F

91540000MA6TBFYH0E

91540126MA6T3MLB44

91540000MA6T37LG49

91540000MA6T5WMU4H

91540000MA6TE6D77F

91540000MA6TEQXP6R

91540000321401710C

91540000095778877K

915400007419043146

地址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海亮世纪新城

一期 130栋 2单元702室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中区吉崩岗街道木如

社区查苏达大院8/7

拉萨市柳梧新区长兴国际 1栋 1单元6-2

拉萨市城关区蔡公堂乡蔡村加冲组城投二

手车交易市场行政楼204号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嘎玛贡桑第十三组51号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江苏路鲁固五巷 11号赤

江拉让大院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圣地财富广场

二期一栋一单元511号

拉萨市德吉中路 1号

拉萨市加措居委会4组 93号

拉萨市扎基路 12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西藏多宝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西藏毯华编织有限公司

西藏宝生书院有限公司

西藏惠通路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西藏中国青年旅行社一分社

西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

西藏利通电力试验技术服务中心

金德铝塑复合管有限公司拉萨分公司

西藏天珠藏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西藏影视制作发行中心

西藏天衡拍卖有限公司

西藏赞巴拉商贸有限公司拉萨康珠药店

西藏嘎如夏工贸有限公司

西藏长源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香港格罗博诺麦迪公司拉萨代表处

西藏索氏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香港高原生态管理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

北京新日工艺制品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

西藏骐鸣矿业有限公司

西藏永珠工贸有限公司

北京雪域援藏经济贸易中心西藏中心

西藏自治区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

91540000783524096D

企独藏总字第00000175号

91540000741924091K

91540000686811720W

91540000686841217C

91540000219666771H

91540000710915512X

540000500002020

915400006868376995

91540000710908988C

915400007835142772

91540000MA6T39PA6Q

915400007419078148

540000200026811

91540000MA6T15935J

91540000686844522L

91540000585751175A

91540000099590388L

915400007835117110

915400007419062569

915400006868259627

540000100004392

拉萨新藏大路 1号

拉萨市曲水县南木乡境内（318国道以南）

拉萨市藏大中路 1号

拉萨市北京西路当巴乡0号

拉萨市北京东路59号（拉萨日记店面）

拉萨市金珠西路７５号

拉萨市色拉路 17号

拉萨市金珠西路格桑林卡A2-1号

拉萨市纳金路城关花园西六排八号

拉萨市罗布林卡路 10号

西藏自治区物资再生公司院内

拉萨市北京东路１号

拉萨市木如查苏达７号附８号

拉萨市加措4组

拉萨市仙足岛东区3排 5号

拉萨市纳金路以南西三路以东

拉萨市纳金路嘎玛贡桑41号

西藏拉萨市纳金路第八安居园3区 4排 3号

拉萨市色拉路85号圣城丽都苑公寓7楼 3

单元305房

拉萨市林廓东路２０号

拉萨市德吉北路金运一区2栋 2号

拉萨市扎基中路 1号

社址：拉萨市朵森格路36号 邮政编码：850000 总编室：（0891）6338731 汉编部：6338730 记者部：6323995 广告业务：6322866 广告经营许可证：藏字号890024 本报印刷厂印刷 今日八版 零售六角 印完6时50分

今年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

立 70 周年、西藏自治区人大设立

常委会 45 周年。为深入宣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回

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西藏的光

辉历程，反映西藏各级人大及其

常委会依法履职行权、推进社会

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践行和发展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展

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势和功

效，特举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

立 70 周年”“西藏自治区人大设立

常委会 45周年”主题征文活动。

一、征文内容

1965 年自治区成立以来，自

治区人大设立常委会 45 年以来，

全区各级人大依法履行职责，推

进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制 度 不 断 发 展

和 完 善 ，促 进 民 主 法 治 建 设 ，践

行 和 发 展 全 过 程 人 民 民 主 的 主

要 成 就 、成 功 做 法 和 典 型 经 验 ；

进 一 步 发 挥 地 方 人 大 及 其 常 委

会 职 能 作 用 的 理 论 思 考 和 实 践

探索；对我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发 展 具 有 纪 念 意 义 的 历 史 事 件

的 回 顾 ；各 级 人 大 代 表 心 系 人

民 、依 法 履 职 的 感 人 事 迹 ；各 级

人 大 工 作 者 从 事 人 大 工 作 的 感

悟 及 体 会 ；各 级 党 政 机 关 、企 事

业 单 位 及 社 会 各 界 人 士 对 人 大

工 作 、民 主 法 治 建 设 、践 行 和 发

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认识体会，

以及参与人大活动的故事等。

二、征文对象

西藏历届各级人大代表、人

大工作者及社会各界人士。

三、征文时间

即日起至 2024年 9月 25日。

四、征文要求

体裁不限，理论文章、通讯、

特写、随笔、感想体会、回忆文章、

诗歌、小言论等均可；要求观点鲜

明、内容真实、语言生动、可读性

强；理论文章 5000字以内。

五、征文采用

本 次 活 动 的 优 秀 征 文 将 在

《人民西藏》杂志或西藏人大微信

公 众 号 、网 站 等 媒 体 平 台 刊 登 。

征 文 活 动 结 束 后 ，将 评 选 出 一 、

二、三等奖和纪念奖若干名，并给

予奖励。

六、投稿方式

来 稿 请 发 送 电 子 版 至 邮 箱

renminxizang@126.com，请在标题

上注明“人大征文”字样，并留下

作者姓名、工作单位（如为历届人

大 代 表 ，请 标 注）、联 系 电 话 、地

址、邮编等。

联 系 人：马伟茗 吕高峰

联系电话：0891-6955968

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

厅研究室 《人民西藏》编辑部

2024年 9月 6日

“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制 度 建 立 70 周 年 ”
“西藏自治区人大设立常委会 45周年”征文启事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健

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

一的税收制度，优化税制结构。”推进落实

这一部署，要深刻领会党中央关于税收制

度方面的改革意图和总体要求，准确把握

深化税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的重点。

税收制度具有筹集财政收入、调控

经济运行、调节收入分配等重要功能，涉

及国家与企业、个人以及不同地区、群体

之间的利益分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国税制改革扎实有序推进，改革完善增

值税制度，调整优化消费税征收范围、税

率，初步建立了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

人所得税制度；探索建立绿色税制体系，

实施资源税、环境保护税改革；加快落实

税收法定原则，13 个税种已完成立法，修

改完善税收征管法。同时，与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相

比，税收制度也还存在一些不相适应的

方面。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相对较低，地方税种普遍收入规模较小，

直接税体系还不够完善，各种隐形变相

的税收优惠政策大量存在，影响了资源

配置的效率、调控经济运行和调节收入

分配的效果。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决定》要

求，健全税收制度，需要聚焦推动高质量

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进统一市场

建设，进一步优化税制结构，强化税收功

能，使财政收入来源更加平衡稳固，税收

调控更加科学有力，收入调节更加精准

高效，更好发挥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

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具体需要重

点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规

范税收优惠政策，完善对重点领域和关

键环节支持机制。围绕支持创新发展、

绿色发展和协调发展，完善政策、提升效

率，进一步增强规范性、针对性和有效

性。加强税收立法修法工作，研究与新

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稳步推进增值

税、消费税、土地增值税等税收立法，积

极稳妥推进非税收入立法研究，提升政

府收入体系规范化和法治化水平，助力

优化营商环境，有力促进全国统一大市

场建设。

第二，健全直接税体系。完善综合

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规范

经营所得、资本所得、财产所得税收政

策，实行劳动性所得统一征税。完善房

地产税收制度。更好发挥直接税在组织

财政收入和调节收入分配等方面的作

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第三，完善地方税体系。增加地方

自主财力，拓展地方税源，适当扩大地方

税收管理权限。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

移并稳步下划地方，完善增值税留抵退

税政策和抵扣链条，优化共享税分享比

例。研究把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

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授

权地方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适用税

率。通过合理配置地方税权，理顺税费

关系，培育壮大地方财源，逐步建立规

范、稳定、可持续的地方税体系。

第四，完善绿色税制。落实水资源

刚 性 约 束 制 度 ，全 面 推 行 水 资 源 费 改

税。改革环境保护税，研究将挥发性有

机物纳入环境保护税征收范围。完善增

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等有关促进绿

色发展的政策体系。健全碳市场交易制

度、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制度，完善碳

定价机制，建立健全有利于碳减排的税

收政策体系，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

和，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

第五，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全面推

进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和智能化改造，

完善税务监管体系，进一步增强纳税服

务和税务执法的规范性、便捷性和精准

性。规范和加强收入征管，依法征收、应

收尽收，坚决防止收“过头税费”。

（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

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
税收制度，优化税制结构，需要把握哪些重点

（上接第二版）

（二十）为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中方愿与非洲携

手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共同强化科技

创新和成果转化，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我们要携手完善全球科

技治理，营造包容、开放、公平、公正、非

歧视的科技发展环境。我们强调和平利

用科技是国际法赋予各国不可剥夺的权

利，支持联合国大会“在国际安全领域促

进和平利用国际合作”决议，确保发展中

国家充分享受和平利用科技的权利。我

们赞赏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加强

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非

方欢迎中方提出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倡议》《全球数据安全倡议》，赞赏中方为

增强发展中国家在人工智能、网络、数据

领域全球治理中的权利所作努力。中非

双方同意携手努力，通过建立国家行为

准则、发展数字扫盲等举措，推动停止滥

用人工智能。我们认为应坚持发展与安

全并重原则，不断弥合智能鸿沟、数字鸿

沟，共同做好风险防范，探讨形成以联合

国为主渠道的相关国际治理框架。我们

欢迎 2024 年 7 月在上海举行的世界人工

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

议 通 过 的《人 工 智 能 全 球 治 理 上 海 宣

言》。我们欢迎 2024 年 6 月在拉巴特举

行的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通过的《非洲

人工智能共识宣言》。

四、全球安全倡议为中非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共同行
动提供强劲动力

（二十一）我们愿秉持共同、综合、合

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携手落实全球安全

倡议，开展全球安全倡议先期合作。我

们将携手落实“携手迈向持久和平、普遍

安全的共同未来，为现代化发展提供坚

实 保 障 ”高 级 别 会 议 上 达 成 的 重 要 共

识。我们坚持通过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

题 ，共 同 推 动 落 实“ 消 弭 非 洲 枪 声 ”倡

议。中方将应非方请求积极参与针对地

区热点问题的斡旋调停，为非洲实现和

平稳定作出积极贡献。

我们认为“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是

应对非洲大陆和平与安全挑战和威胁的

有力、理想的规范框架，呼吁国际社会支

持该框架。非方赞赏中方提出“非洲之

角和平发展构想”。我们重申在联合国

安理会层面密切涉非和平安全事务协

作，维护共同利益。我们重申维护和平

的重要性，以及联合国维和行动在维护

国际和非洲和平安全中发挥的作用。中

方支持联合国根据安理会第 2719号决议

为非洲自主维和行动提供资金支持。我

们赞赏非方在非洲特别是非洲之角和

萨赫勒地区打击不断增长的恐怖主义

威胁的努力，呼吁推动全球反恐资源进

一步向发展中国家倾斜，帮助非洲国家特

别是受恐怖主义影响国家加强反恐能力

建设。我们重申致力于应对非洲沿海国

家面临的新型海上安全威胁，打击毒品、武

器和人口贩运等跨国有组织犯罪。中方支

持非盟发展署－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提出

的和平、安全、发展三位一体计划，将支持非

盟冲突后重建和发展中心落实有关计划。

（二十二）我们对本轮巴以冲突造成

加沙地带严重人道主义灾难和对全球安

全产生的负面影响深表关切，呼吁切实

落实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有关决

议，立即实现停火止战。中方赞赏非方

为推动结束加沙冲突发挥的重要作用，

包括推动停火止战、释放人质和增加人

道主义援助。非方赞赏中方为支持巴勒

斯坦人民正义事业所作巨大努力。我们

重申基于“两国方案”的整体解决的至关

重要性，支持建立以 1967年边界为基础、

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

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实现以色列和巴勒

斯坦国和平共处。我们呼吁支持联合国

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继续履

行职责，避免因其中断或停止工作而引发

的人道主义、政治和安全风险。我们支持

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努

力。我们呼吁国际社会不因巴以冲突、乌

克兰危机等问题减少对非洲的支持和投

入，积极支持非洲国家应对粮食安全、气

候变化和能源危机等全球性挑战。

五、全球文明倡议为中非
深化文化和文明对话共同行
动注入生机活力

（二十三）我们愿携手落实全球文明

倡议，加强文明交流，促进民心相通。非

方高度评价中方在联合国提出的“文明

对话国际日”决议，愿共同倡导尊重文明

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

的传承和创新，积极推动人文交流与合

作。中方高度评价 2024 年非盟开展“教

育适合 21 世纪的非洲人：建设具有韧性

的教育体系，提升非洲包容、终身、高品

质教育的入学率”主题年，通过“中非人

才培养合作计划”支持非洲实现教育现

代化。中方鼓励中国企业加强对所雇佣

非洲员工的培训和学历教育。中非鼓励

终身学习，将继续加强技术转移、教育培

训等能力建设合作，共同培养面向治理现

代化、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面向科技创新

增效、面向民生福祉改善的各类人才。我

们将进一步扩大教育、科技、卫生、旅游、

体育、青年、妇女、智库、媒体和文化等领

域交流合作，厚植中非友好事业的社会基

础。中方支持 2026年在达喀尔举行青年

奥林匹克运动会。中非将加强科技、教

育、经贸、文化、旅游等各领域人员往来。

（二十四）我们赞赏中非学者共同发

表“中非达累斯萨拉姆共识”，围绕如何

应对当前全球性挑战提出建设性思想，

充分凝聚中非理念观念共识。我们支持

中 非 智 库 加 强 交 流 合 作 ，分 享 发 展 经

验。我们认为，文化合作是加强不同文

明和文化间对话和相互理解的重要途

径。我们鼓励中非文化机构建立友好关

系，加强地方和民间文化交流。

六、中非合作论坛回顾与展望

（二十五）中非合作论坛自 2000年成

立以来，聚焦实现中非人民共同富裕与

可持续发展，机制建设日臻完善，务实合

作成果显著，成为南南合作具有参考借

鉴意义的独特高效平台，引领国际对非

合作。我们高度评价 2021年论坛第八届

部长级会议提出的“九项工程”、《达喀尔

行动计划（2022－2024）》《中非合作 2035

年愿景》《中非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宣言》

各项后续行动落实取得丰硕成果，推动

中非合作高质量发展。

（二十六）我们赞赏双方参加中非合

作论坛第九届部长级会议的部长们的不懈

努力和出色工作。根据本宣言精神，通过

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25－

2027）》，中非双方将继续通过密切合作，确

保行动计划获得一致全面落实。

（二十七）我们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习近平和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法耶共同

主持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二十八）我们感谢塞内加尔共和国在

2018年至 2024年担任论坛共同主席国期

间对论坛发展和中非关系发展所作的贡献。

（二十九）我们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和人民在 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峰会期间给予各方的热情接待和便利。

（三十）我们欢迎刚果共和国在 2024

年至 2027 年、赤道几内亚共和国在 2027

年至 2030 年先后接任论坛共同主席国。

决定中非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将

于 2027年在刚果共和国召开。

学习《决定》每日问答

据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记者 胡璐）国家公园体制

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国家林草局

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司长张利明 5 日说，我国已基本构建

国家公园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

张利明是 5 日在国家林草局举办的国家公园和国家

植物园体系建设成效新闻发布会上作出上述表示的。

他介绍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力推动以国家

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出台《建立国家公

园体制总体方案》《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

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等

重要文件，制定国家公园创建设立、监测评估、资金项

目等 10 多项制度办法标准，初步建立全民所有自然资

源资产所有权由中央直接行使和中央委托省级人民政

府代理行使两种新型管理体制。

除 了 加 强顶层设计以外，我国还积极推动国家公

园等自然保护地法律体系建设，全力推进国家公园立

法进程，强化国家公园管理举措。“从试点探索到正式

设立、全面发展，国家公园建设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

张利明说。

国家公园内旗舰物种数量持续增长。藏羚羊增长

至 7 万多头，雪豹恢复到 1200 多只，东北虎、东北豹数量

分别从试点之初的 27 只、42 只增长到 70 只、80 只左右，

海南长臂猿野外种群数量从 40 年前的仅存 2 群不到 10

只增长到 7 群 42 只。

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稳步提升。实现

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整体保护，保护了 70%以上的

野生大熊猫栖息地，连通了 13 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

廊道。

民 生 持 续改善。实施了野生动物致害全域保险、

生态搬迁、入口社区和示范村屯建设等一批民生项目。

近 5万社区居民被聘为生态管护员，获得工资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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