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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齐短板加大力度打击跨国避税

吴睿鸫

美国

《

海外账户税务合规法案

》

（

FATCA

）

定于

7

月

1

日正式生效

。

届

时

，

借助这部被视作打击海外避税

“

利

器

”

的法律

，

美国财政每年能增加约

8

亿

美元收入

。

金融危机以后

，

世界上主要国家加

强了税收征管

，

投入很多精力来解决跨

国避税问题

。

其中

，

瑞士

、

卢森堡

、

百慕大

等素有避税天堂之称的小国或离岸金融

中心纷纷在国际压力下放弃了数十年甚

至数百年的保密传统

，

向外国政府开放

其公民的账户信息

。

2009

年

4

月召开的

G20

伦敦峰会上

，

众多国家首脑就郑重

提出了重拳打击

“

避税天堂

”，

这在

20

国

集团会议历史上尚属首次

。

2011

年

，

中

国与巴哈马

、

英属维尔京

、

马恩岛

、

根西

、

泽西

、

百慕大等

6

个离岸金融中心正式

签署税收情报交换协定

。

2012

年

2

月

，

美国司法部调查并起诉瑞士一家银行帮

助美国人逃税

，

随后多家瑞士银行提出

与美国当局庭外和解

，

向美方提交了大

量客户信息

。

2014

年

5

月

，

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宣布

，

包括瑞士和新加坡在内

的

47

个国家共同签署了一份宣言

，

同意

银行间自动共享与税务相关的海外账户

信息

，

这标志着反避税的国际合作进入

了一个新的阶段

，

国际避税天堂将渐渐

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

与美国

FATCA

正式生效消息相关

联的另一条消息

，

是中美两国在反避税

领域的合作

。

据

《

华尔街日报

》

报道

，

美国

已经与中国政府初步达成了一份互惠协

议

，

要求中国向美国提供美国公民金融

账户信息

，

而作为回报

，

美国将中国公民

美国账户信息提供给中国政府

。

显然

，

如果该协议正式签署并得到

有力的执行

，

将极大地便利中国政府获

取本国公民在美国的金融账户的情况

。

由于美国是中国人移民和投资的一个重

要目标国

，

其中不排除一些腐败分子通

过各种渠道将资产转移到美国

。

更容易

获得中国公民账户信息显然可以为国内

反腐败工作助一臂之力

。

不过

，

笔者觉

得

，

这一协议对贪官污吏暂时还不会造

成实质性影响

，

因为全球仍有很多国家

和地方与中国不存在合作关系

。

贪官们

既然产生了转移资产的念头

，

自然就会

有缝就钻

，

肯定会千方百计寻找新的藏

匿财富的场所

，

例如

，

拉美一些国家可能

会成为这些人财富新的转移场所

，

从而

让其规避法律的惩处

。

因此

，

反腐败更多

地还应该从源头抓起

，

让人无法贪腐

，

而

不能过度依赖后续环节的堵漏

。

笔者认为

，

对照美国

FATCA

找出

中国反跨国避税工作的差距与不足

，

在

眼下更具有现实意义

。

特别是防止海外

企业在中国经济活动中的避税工作

，

一

直是我们的一个弱项

。

数据显示

，

跨国公

司每年的避税活动给中国造成

300

亿元

的税收损失

，

2008

年美国通过反避税调

查查补的税款高达

1000

亿美元

，

而我国

仅有

7

亿美元

。

这意味着

，

税务部门尽管

在反避税工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

但

是我国仍然是一些企业的避税胜地

。

客观上分析

，

中国的反避税制度存

在着天然缺陷

。

比如说

，

税务总局在

2008

年颁布实施的

《

特别纳税调整实

施办法

》，

是我国在反避税领域的一个

重要法规

。

但比起很多跨国企业和会计

事务所动辄十几层的避税设计

，

现在我

国税务机关稽查的能力只有六七层

，

跨

国公司常常利用中国现行税收法规的

漏洞为避税找到借口

；

中国在反避税方

面采取的是相对温和的态度

，

而缺少

“

铁腕

”

政策

，

至今为止

，

还没有正式公

布过一家因避税而被查处的跨国公司

的名字

；

此外

，

我国在反避税人才储备

也是相当缺乏

。

海外避税问题并非中国独有

，

但越

是经济开放程度高的国家越是重视反避

税工作

。

美国是最早实行反避税的国家

，

美国规定企业避税

（

所得税

）

净额达

500

万美元以上的

，

除如数追缴外

，

还将处以

20%

—

40%

的罚款

。

不仅如此

，

在

11

万联

邦税务人员中

，

数百人专门从事反避税

工作

。

同时

，

美国还拥有一支精干的税务

警察队伍

，

把避税当成偷税一样来严厉

打击

。

韩国也将加强管理国外资本避税

行为

，

推进税法改革

。

为了防止国外资本

在国内获得巨额利润的同时

，

利用租税

协议

(

避免双重征税协议

)

避税

，

韩国政府

决定积极推进租税协议的修改工作

。

因此

，

中国要做好海外避税工作需

要两把利器

。

首先是制定

《

中国海外反避

税法

》、《

境外账户税收合规法

》

等类似法

律

，

修补避税法律上的漏洞

；

其次是借鉴

国外先进做法

，

不妨也成立一支专门的

反避税税务警察队伍

，

严厉打击跨国公

司以及中国富人到国外避税行为

。

（作者单位：河北省威县国家税务局）

顾雏军，请先讲清事情原委

向南

很少有成名企业家能像顾雏军一

样

，

头戴

“

草民完全无罪

”

的白色帽子给

记者们三分钟拍摄时间

。

那是在

2012

年

9

月

14

日

，

顾雏军出狱后召开的首次新

闻发布会

，

依然展示了他一贯的高调作

风

，

他告诉记者们

，

四名政府官员用伪证

和莫须有的罪名关押了他七年

，

财产被

非法处理

。

顾雏军以受迫害的民营企业

家形象出现

，

将自己置于一个

“

阴谋论

”

的局中

，

赢得了很多人甚至重量级经济

学家的同情

。

而他所述靠格林柯尔前员

工接济为生

，

也让人对一代枭雄的命运

产生不胜唏嘘之感

。

不过

6

月

23

日

，

香港证监会表示正

寻求冻结顾雏军约

15.9

亿元的资产用

以赔偿

1300

名少数股东的损失

。

这笔财

富在目前的中国

，

也不是小数目

。

顾雏军曾在接受香港证监会调查时

说绝不会炒作股票

，

然而经香港证监会

查实

，

顾雏军通过他人代持秘密持有约

1

亿股海信科龙

H

股

（

00921.HK

）

股份

，

这部分股票截至

6

月

23

日市值为

9.5

亿元

。

香港证监会是通过格林柯尔与海

信科龙有着十多位相同股东名单

，

而发

现顾雏军代持股份

。

换言之

，

就在顾雏军

被收押之前

，

他已巧妙地隐藏了巨额资

产

。

外表清苦而实则巨富

，

这已不是善于

表演的问题

，

在法律上也不允许

，

因为他

当时是海信科龙的实际控制人

，

此举意

味着他未如实披露持股数

。

就如同他的学术之路一样

，

顾雏军

的经营之路也一直伴随着质疑和争论

。

顾雏军进入国内市场主要是靠制冷剂

，

他创办的格林柯尔

2000

年

7

月香港创

业板上市募集资金

5.36

亿元

，

业绩好

得惊人

，

1999

年至

2001

年

9

月底公司

累计盈利已高达

6.22

亿元

。

2001

年

，

格

林柯尔的替换收入

（

替换中央空调制冷

剂所节省电费的提成

）

4.77

亿元

，

较

2000

年 增 长

50%

，

较

1999

年 增 长

804%

。

从格林柯尔上市后

，

顾雏军开始一

段疯狂的收购之路

，

一度控股

4

家上市

公司

，

4

家上市公司

2004

年全面盈利

。

但格林柯尔业绩却开始下降

，

2002

年替

换收入较

2001

下降

54%

，

2003

年同比

又下降

61%

。

2000

年至

2004

年间

，

格林

柯尔通过少计银行和增加银行存款的方

式

，

分别虚增净资产约

4.87

亿

、

6.53

亿

、

9.82

亿

、

10.62

亿和

9.04

亿元

。

如此粉饰

自然经不起推敲

，

当时媒体纷纷质疑

，

2005

年

8

月

1

日格林柯尔被停牌

，

2007

年

5

月

18

日被除牌

。

如今已很少有人讨论顾雏军发明

的制冷剂的效果到底如何

，

倒是他当初

打开各地市场的方式令人印象深刻

，

各

地政府以下发文件的方式命令使用格

林柯尔制冷剂

。

但从格林柯尔的结局上

看

，

这种制冷剂的真实效果如何

，

真得

打一个问号

。

当年被质疑资金链紧张

时

，

顾雏军称

“

唯一不缺的就是钱

”，

但

监管部门查出

，

他一直在非法挪用上市

公司资金

。

在

2012

年

9

月的新闻发布

会上

，

顾雏军拿出

27

页的举报信

，

称监

管部门收受海信科龙竞争对手公司的

5

亿元贿赂

。

但有记者向他核实此消息来

源

，

他称

“

听说的

”。

顾雏军个性鲜明

，

不善妥协

，

谋事

喜占主导地位

，

这都没问题

，

他用大规

模投资等承诺获得地方政府信任开展

并购也没有问题

。

问题是

，

从他的经历

来看

，

他不是善于钻法律空子

，

而是触

犯了法律

。

不少人认为民营企业家的原罪可以

原谅

，

因为他们发展初期资源有限

，

想要

快速发展就要获得银行支持

，

但民营企

业家却很难得到信任

，

所以要在资金使

用上铤而走险

。

但违法就是违法

，

并不可

以用身份不同作为开脱

。

民营经济这把

伞

，

不能成为违法的挡箭牌

。

一直以来

，

民营经济的确比较弱势

，

但是不管所有

制如何

，

都应守法运营

。

在这个问题上

，

公众应该明白的是

，

顾雏军不代表民营

经济

，

打出阴谋论

，

和他是否触犯法律也

是两回事儿

。

顾雏军认为香港证监会的决定是对

他

“

构陷

”

的一部分

，

却没有对香港证监

会指控他实际持有巨额海信科龙股权进

行解释

。

顾雏军应该交代秘密持有海信

科龙股票资金的来源

，

也应该交代除了

这些股票外其他资产的来源

，

是否曾将

这些公众公司在大陆的资产

（

这些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在大陆

）

转移到香港

，

又靠

内幕交易获利

，

毕竟他靠财务造假粉饰

业绩

，

最了解内幕

。

他曾经控制众多公众

公司

，

有一家还被强制退市

，

有投资者因

他而损失惨重

，

这些资金来源自然是审

查的一部分

。

发展新兴产业

要从高等教育抓起

立青

最近

，

全国各地的高考成绩

陆续放榜

，

高考状元依然成了媒

体炒作的对象

。

除了好奇这些状

元到底有何过人之处外

，

人们也

想知道他们志愿上什么大学

，

读

什么专业

。

前不久

，

江苏省理科状

元想读新闻专业

，

被一众记者苦

劝后考虑改读金融的新闻就一度

被炒得比较火热

。

本来

，

高考状元选读什么专

业完全是个人兴趣所向

，

外人评

头论足纯属多事

。

不过

，

状元们的

专业选择

，

可以说一定程度上代

表了社会的价值取向

，

其中可以

体现一些就业热点

、

行业冷暖

。

近些年

，

国内金融业发展迅

速

，

薪酬水平连续多年居各行业

之首

，

也成为最为光鲜的行业之

一

。

于是

，

经济金融类专业炙手可

热

。

目前

，

国内高校几乎都设有经

济学专业

，

而且招生录取分线普

遍较高

。

前不久中国校友会网发布的

一份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显

示

，

在调查到的

1977

—

2013

年中

国各省份

900

多位高考状元中

，

选择就读经济学

、

工商管理学这

两大

“

赚钱

”

热门专业的人数位列

前两位

，

合计占比接近四成

。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

在

这么多状元中没有一个人选读农

学专业

。

报考数学

、

物理等基础学

科的状元

，

也是屈指可数

。

究其原

因

，

要么薪酬水平低

，

要么不好找

工作

。

一句话

，

就业前景不乐观

。

其实

，

高校中的冷门专业远

不止这些

。

比如材料

、

环境

、

能源

、

机械等大类别的专业

，

绝大多数

高校的录取分数线普遍相对偏

低

，

有些专业甚至调剂才能招满

计划人数

。

一冷一热的专业取向

，

一方

面反映了目前社会上急功近利的

就业观念

，

同时也说明我国在发

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

，

人才培

养任重道远

。

一个国家

，

特别是像中国这

样一个大国

，

经济发展离不开实

体经济

，

金融只是起到支持

、

辅助

的作用

。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

型时期

，

更离不开高端装备制造

、

新材料

、

新能源

、

生物医药等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

这些产业很

大程度上离不开高端人才

。

而人

才的培养

，

应该从高等教育开始

抓起

。

从这个角度来说

，

相对于经

济金融学而言

，

这些战略性新兴

产业需要更多的高材生投身其

中

。

而要做到这一点

，

优惠政策必

不可少

。

比如

，

给予报考这些专业

的学生更多的奖学金

，

更多的继

续深造机会

。

资金来源方面

，

不妨

搞一些校企合作

，

相关行业的企

业可以在高校的相关专业设立助

学基金

。

此外

，

要从金融

、

税收

、

激

励机制等各方面

，

大力推动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

从而整体上

提升行业的薪酬水平

。

其实

，

选读基础专业的更容

易出成绩

。

同样是校友会网的调

查显示

，

1952

—

1999

年中国各地

区高考状元中

，

物理

、

数学等理学

专业出身的高考状元职业成就最

高

，

有

7

名状元当选中国

、

国际科

学院和工程院院士

；

而人数最多

的经管专业高考状元多属

“

高级

打工仔

”，

收入较高但无人成为行

业领袖

。

这应该能给人一些启迪

。

任志强放言：过去没买房的人活该穷！

郭喜忠/漫画

孙勇/诗

商界有个任大炮，发言刺痛民细胞。

没买房子活该穷？ 丛林法则惹声讨。

道德血液纵可无，底层诉求莫嘲笑。

说话应该有分寸，公众人物戒狂骄。

地方政府恶意欠薪

同样应受刑法惩处

晏扬

承建安徽萧县市政工程的包工头杨

永

，

因被政府拖欠数千万元工程款

，

绝望

之下服药自杀

，

幸亏抢救及时才保住性

命

。

2009

年至

2012

年

，

杨永所属公司在

萧县市政工程招标中密集中标

，

合同总

金额超亿元

。

根据合同

，

萧县政府应按工

程进度每月付款

，

但政府言而无信

，

工程

款一拖再拖

，

其间

，

杨永借了

470

万元高

利贷

，

给农民工补发部分工钱

。

直到今

年

，

萧县政府仍没有偿还工程款的意思

，

几笔高利贷又还不上

，

杨永走投无路

，

决

定服药自尽

。

堂堂地方政府竟然当

“

老赖

”，

这种

事本该令人惊诧

，

却又惊诧不起来

———

近些年

，

仅媒体曝光的

“

官赖

”

还少吗

？

随

手就可举出很多例子

：

2012

年初

，

河南

省高院院长替农民工讨薪的新闻引起舆

论热议

，

而欠薪单位是河南省遂平县公

路局

；

同样是

2012

年初

，

广东东莞市石

排镇政府拖欠施工单位

210

万元工程

款

，

致使许多农民工拿不到工钱

、

春节回

不了家

；

2011

年元旦前后

，

100

多名农民

工在刺骨的寒风中长跪在河北遵化市政

府门前讨薪

；

2012

年

，

新疆伊犁农民工

索传平奔波

27

年讨回

5000

多元工钱

，

欠他钱的是县教育局

……

以前一说到农民工薪水被拖欠

，

人

们往往就把矛头指向包工头

、

施工企业

。

其实很多时候

，

包工头拖欠农民工的钱

，

是因为施工企业拖欠包工头的钱

，

而建

设单位又拖欠施工企业的钱

。

最棘手的

问题在于

，

这个工程是地方政府投资建

设的

，

但政府没钱甚至有钱不付

，

政府既

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

，

奈何

？

所以

，

必须正视一个尴尬的事实

：

目

前欠薪问题往往发生在一些地方政府身

上

，

最强悍的

“

老赖

”

往往是

“

官赖

”。

时下

，

一些地方政府财政捉襟见肘

，

但在政绩的

驱使下

，

仍然热衷于上马各种工程

，

这些

工程从一开始就留下了欠薪的隐患

。

政府

欠薪

，

损害了相关企业和农民工的权益

，

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

，

并起到了恶劣的

“

示范

”

作用

。

在这个意义上

，

治理欠薪

，

首先要治理地方政府欠薪

。

治理地方政府欠薪并非无法可依

，

关键是能否做到违法必究

。

2011

年

，

刑

法修正案

（

八

）

增设恶意欠薪罪

：

以转移

财产

、

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

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

的劳动报酬

，

数额较大的

，

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

，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

造

成严重后果的

，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

，

并处罚金

。

值得注意的是

，

恶意

欠薪罪同样适用于单位欠薪

：“

单位犯前

款罪的

，

对单位判处罚金

，

并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

依

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 ”

也就是说

，

按照刑法规定

，

政府欠薪

同样应受法律制裁

，

相关责任人应被追

究刑责

。

根据新闻报道

，

萧县政府拖欠劳

动报酬达数千万元

，

显然属于

“

数额较

大

”；

萧县政府有能力支付却拒不支付

，

显然构成

“

恶意欠薪

”；

欠薪导致包工头

杨永自杀

，

显然造成了

“

严重后果

”。

可

是

，

如此公然触犯刑法的行为

，

就是没人

管没人问

。

这么多年来

，

政府恶意欠薪的新闻

屡见不鲜

，

从没听说哪个地方政府被判

处罚金

，

哪个责任人被判刑

。

明明侵害了

劳动者权益

，

明明损害了政府公信力

，

明

明起到了恶劣

“

示范

”

作用

，

明明有能力

支付而拒不支付

，

但地方政府欠薪就是

不

“

入罪

”，

相关责任人就是受不到惩处

。

如果恶意欠薪罪

“

刑不上政府

”，

则

“

官

赖

”

仍会层出不穷

，

欠薪问题就不可能得

以根治

。

从小小侗布卡包礼品

看企业用心践行公益

西木

近日受邀参加某国内知名企

业活动

，

除了会议资料

，

每位与会

者还得到了公司附送的一份特别

的小礼品

：

一个钱夹大小的侗布

卡包

。

包的功能设计与普通钱夹

并无二致

，

但其独特的亮布质地

，

以及正面寓意吉祥祝福的太阳纹

刺绣图案

，

使得整个卡包看起来

玲珑雅致

，

别具风韵

；

装卡包的红

色小袋

，

虽为普通帆布

，

但同样质

感厚实

，

缝制精细

，

下边角用金丝

线绣制的幸福花图案格外醒目

。

乍看

，

以为只是件特色手工

礼品

，

再经端详

，

一些细节处透露

了更多信息

。

卡包内不惹眼处印

有公司

logo

，

无疑这是一款定制

的工艺品

，

而不同之处在于

，

该产

品来自贵州边远贫困山区的

“

锦

绣惠贫项目

”。

根据礼品说明书介

绍

，

卡包由当地绣工家庭手工制

成

，

并传承了少数民族珍贵的织

布工艺和民俗

；

同样

，

红色小手袋

来自另一国家级贫困地区河北怀

安

，

系国家扶贫基金会小额贷款

资助项目

，

用来帮助当地妇女开

发手工艺品并增加就业机会

。

这样一款工艺礼品

，

在我看

来至少传递了两方面意义

，

一方

面

，

公司身体力行参与扶贫项目

，

为提高当地劳动人民收入

、

改善

生活尽微薄之力

；

另一方面

，

将其

作为纪念品进行馈赠

，

利用公司

广泛的社会活动及影响力对贫困

地区需要帮助的现状进行传播

，

以唤起社会各方更多的关注与参

与

。

由此

，

公司送给与会者的虽只

是一小礼品

，

但其展现的关爱姿

态多少有了些公益的意味

，

着实

让人触动

。

只是

，

这样的礼品当下实在

不多见

。

其实

，

很多企业因为业务需

要

，

多多少少都会定制一些礼品

，

庞大的需求催生了礼品定制业的

繁荣

。

一方面

，

礼品种类五花八

门

，

无所不能

；

与此同时

，

究竟该

定制什么样的礼品

，

也着实让很

多企业费思量

，

效果也差强人

意

。

笔者一位朋友

，

因工作需要

经常受邀参加企业各类活动

，

在

她办公桌上

、

抽屉里

，

乃至桌子

下面

，

到处堆放着公司送的各类

纪念品

，

大到镀金摆件

，

纯银制

品

，

小到纪念章

、

新潮电子产品

，

很多甚至都还没开封

。

有趣的

是

，

礼品中不乏一些大牌子

，

如

香奈儿钱包

、

万宝龙笔等等

。

有

段时间

，

这位朋友非常热衷跟我

探讨那些大牌是真品还是超

A

。

偏偏朋友是个品牌控

，

对仿品很

是不屑

。

为此她很纠结

，

不用

，

浪

费

；

用了

，

万一非原版被识破

，

不

是很露怯

？

送人

，

似乎也不妥

，

思

来想去

，

找不到更好处置方法

，

还是放着最省心

。

无独有偶

，

曾有同事在不到

三个月时间里

，

收到不同公司送

出的各种移动充电器六七个

，

送

都送不出去

。

他自己也惊奇

，

公

司不同

，

活动内容也不一样

，

可

这礼品怎么就跟商量好了似的

如出一辙

？

可见

，

上述现象并非个例

。

或许

，

礼品作为馈赠之物

，

传情

达意

，

未必都实用

，

更无需承担

社会职责

，

只要企业认为合适就

好

。

但如此雷同并造成的闲置与

浪费

，

仍不免让人唏嘘

。

回到最初话题

，

或许有了周

遭朋友的那些经历

，

才更感受到

小小卡包背后企业的用心

。

当

然

，

如果要是你知道

，

这家公司

在国内以其国际化背景与视野

而闻名

，

堪称行业翘楚

，

会不会

对其在参与公益方面展现的这

种平凡姿态更多些敬意呢

？

近些年来

，

国内很多企业在

自身发展的同时

，

开始投身公益

事业

，

履行社会责任

。

如何将这

一善举常态化

，

而不是偶尔为

之

，

或许

，

这款小小礼品会给我

们带来一些启示

。

其实

，

定制一

套这样的产品并不需要很多钱

，

只需要多些关注

、

多些用心

，

但

其传递出的温情足以重新诠释

古人那句话

“

勿以善小而不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