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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青松

见习记者 李金玲 本报记者 刘成昆

“优先报号”侵蚀 114

近日，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接到投诉：消费者根据114
查号台提供的维修电话维修家电，结果3次上门更换冰箱风扇都没有
修好。后经查证，114查号台向企业收取“优先报号”费后再向消费者
推荐维修机构。
“我在北京找投资公司融资的时候，对方让我通过114查询资产

评估公司。”9月下旬，来自湖南岳阳的一家旅游地产开发公司的王老
板向《中国企业报》记者称，“要不是有朋友提醒，我很可能被骗子公
司骗走20万元。”

据了解，114查号台在北方由中国联通经营，在南方由中国电信
经营，成立初衷是为用户提供政府机构、企业、社会团体等联系方式。
近年来，114业务逐渐向酒店预订、机票预订、餐饮预订、企业总机等
方向拓展。服务内容上的变化让这个颇具知名度的业务遭到公众质
疑。

骗子公司“巧”用114
王老板向《中国企业报》记者报料称，去年初，因缺少流动资金，

这家规模不大的旅游地产公司和浙江中盈投资公司北京分公司取得
联系。几番洽谈后，这家投资公司同意给以湖南岳阳旅游地产公司以
土地资产作为抵押投资2亿元，条件是必须对这些土地进行评估。

投资公司的李经理告诉王老板，资产评估公司由王老板自己找，
评估费用也由王老板公司承担。

不过，李经理对资产评估公司只提出了一个要求：名称最前面要
是“中”字。

李经理强调说，他们公司是正规的投资公司，不会和资产评估公
司有任何利益联系。“如果你不放心，你就上114查询。114还是很有公
信力的。”

于是王老板拨通了114的电话，要求找一家北京的资产评估公
司，业务员就立刻给他提供了一家开头即是“中”字的资产评估公司。

王老板虽然觉得此事太凑巧了，但他还是马上拨通了这家评估
公司的电话，被告知评估费20万元。

王老板心想“这中间有点不对劲儿”。当着李经理的面，王老板表
现出嫌评估费太高、想退出融资的表情。

看到王老板要拎包走人，李经理坐不住了，赶紧上前劝王老板，
说评估费其实好商量，他会帮王老板的忙，要求对方打折。

李经理越主动王老板心里疑团越大，他偷偷地打电话向朋友请
教。朋友帮他上网查了一下这家投资公司的背景，发现有大量反映
“浙江中盈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是投资诈骗公司”的帖子。

王老板不禁吓出一身冷汗，赶紧找个理由离开投资公司。
后经朋友指点，王老板发现自己被对方设了一个“套”：对方假装

同意投资，目的不过是骗取评估费。为了显示“公正”，故意让王老板
到具有社会公信力的114查号台“任意”找一家资产评估公司。殊不
知，和投资公司联手的资产评估公司早已在114登记备案并优先报
号。当受害人通过114查号台查找资产评估公司，首先被“选中”的当
然是这家资产评估公司。整个过程可谓天衣无缝，而114则被骗子利
用成了行骗工具。

“登关键字”业务不复杂

9月27日，记者以在114查号台登记一家资产评估公司的名义与
一位业务员取得联系。这名业务员告诉记者，如果要登记号码，需出
示公司营业执照原件、副本以及单位公章。每部电话600元，每年一
交，最多交3年。通过审核即可办理“滚动播报”业务。

记者又向这名业务员咨询，如果想让人打114直接推荐自己要登
记的资产评估公司该如何操作。业务员回答称这是“登关键字”业务，
不过费用是每月1500元，最少3个月一交。

针对骗子公司利用114平台行骗之事，业内人士普遍认为，114之
所以被骗子利用，可能是骗子提供了虚假材料蒙混过关，除了114缺
乏警惕，还有一个关键因素是缺乏市场竞争机制。

著名的合同法律师姜世吉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骗子公司利用114平台行骗，114是否有责任，关键看企业登记电
话号码时114是否尽到谨慎审查义务。如果114对营业执照、公章、合
作协议等进行了严格审核、存档，则不应承担责任。反之，则需承担相
应的责任。

面对社会公众的责难，电信企业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在一起商业诈骗案中，骗子在114上登记了假银行甚至军队的电

话，并利用114的权威性取得信任诈骗成功。受害公司认为正是骗子
利用电信公司审核不严登记假电话导致公司受骗，为此要求浙江电
信公司赔付40%的货款。

绍兴电信分公司负责人表示，电信公司不可能也没有义务审核
客户提供资料的真伪，公司只看客户出示的单位的公章。电信方面业
务量非常大，工作人员不可能做更多的工作来审核客户资料。

9月29日，《中国企业报》记者致电中国联通品牌部，电话一直无
人接听。
“骗子公司正是利用了114的权威性和政府的公信力才进行行

骗，所以114作为一种公共社会资源，应该严格公正立场。对所有登记
入册企业，都要经过严格审查，决不能成为骗子行骗的工具。”姜世吉
表示。

渐行渐远的商业之路

114查号台是一个带有公益服务性质的公共信息平台，长久以
来，一直深受公众信赖。然而，如今的114却在商业化的道路上渐行渐
远。
“网上有事上百度，查询电话打114。”这句话一度成为公众了解

未知事项的指南。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自“竞价排名”制度让百度陷入
排山倒海的非议后，“优先报号”也让114陷入一片责难。

一位不愿具名的市场营销专家向记者表示，114的“优先报号”与
百度的“竞价排名”乃是“异曲同工”，都是谁钱多谁做主，而不论信息
真伪。而114的运营商中国联通、中国电信都是国企，自创立伊始便头
顶“公益”大帽。“优先报号”这种与公益背道而驰的盈利模式，可能使
虚假信息泛滥，危害巨大。

该专家还向记者表示，即使114的“优先报号”没有问题，也应将
服务模式调整情况及时公告，让公众知晓114只是提供信息服务的盈
利平台。

不过，在采访中记者也听到不同的声音。
有业内人士认为，114“优先报号”之所以引起争议，关键是在历

史演变过程中其“定位”出现了问题：114到底是一个公共服务机构，
还纯粹是一个商业企业？如果是前者，就需要有明确的行业规则和监
管制度；而如果是后者，它的第一要务就是盈利。因此，解决114查号
台的问题，就应该在公共服务机构与企业之间重新定位。

据悉，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像我国114查号台这样的机构被称为
“公营事业”，并不以盈利为目的。一旦产生明显商业交易，大都会以
“违背公信的弃责行为”名义受到追究。但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专
门约束公营事业的法律制度。

国际原油价格近期一路下行，
而国内油价岿然不动。国内与国外
成品油巨大的价格差距负面效果
开始显现，国外相对低价的成品油
大量通过走私涌向国内。截至 9 月
10日，已查获成品油走私案件 243
起，其中，海关查获 192 起，现场查
扣成品油 1.3万吨，涉案成品油近
30万吨，案值达 20亿元。

近期成品油走私猖獗，原因除
了让人难以拒绝的高额利润外，业
内人士均认为油价过高难逃干系。
愈演愈烈的走私活动严重扰乱了
我国油品市场正常秩序，但如果成
品油价格问题不能理顺，走私活动
将无法彻底禁绝。

也有专家分析指出，成品油走
私猖獗根本原因在于垄断，民营企
业没有进口与销售成品油的权利。
应该放开成品油进口与销售市场，
让民营资本获得参与机会。否则，
只改变定价机制，无法彻底禁绝走
私。

团队走私

成品油走私再一次成为国人
关注的话题。目前，我国成品油走
私已经出现专业化团队的情况，形
成了完整的利益链条。

走私者一般都是假借对外贸
易，实际从事走私活动的非法组
织。他们把周边地区如中国香港、
台湾和东南亚等地加工生产的成
品油，用船运至公海，走私团伙会
在傍晚驾驶驳船驶向这些轮船接
油，再运回国内。

这些驳船会伪装成渔船，以蒙
骗海关缉私队伍，装满油的油船上
都安装了大口径输油管，驳船靠近
油船后，在最短的时间内用管道把
油抽进驳船完成卸油。只要不被发
现，一桩油品走私的交易链条中最
关键的一步就这样完成了。

这些走私来的柴油一般销售
给渔船。剩下的油还会放在租来的
油库中，对外宣称是未加工的油
品，以期慢慢销售。

据业内人士介绍，走私进入国
内的成品油主要是从香港进来的
红油。所谓红油是在普通柴油中掺
入以醌茜为主要成分的染料，使其
颜色从浅黄色变为清亮的红色，称
之为“红油”，是香港地区对工业专
用柴油的一种俗称。

由于这类柴油在香港是免税
油品，与内地柴油存在较大的价格
差异，偷运进口后存在较大的利润
空间，成为走私柴油的主要方法，
因此我国一般将走私柴油称为“红
油”。

近年来走私分子采取了更隐
蔽“红油”的走私方法，在“红油”中
掺入少量黑色染色剂，使“红油”很
快由特有的红色变为黑褐色，这类
走私柴油很难用常规分析方法快
速做出含有醌茜染料的鉴定结果，
给“红油”走私的缉私工作带来了
更高的难度。
据了解，目前涌入国内的走私

油品除了从香港经过惠州大亚湾
上岸的当地渔船补贴用油（“红
油”）以外，还有一类是从台湾经福
建沿海上岸的当地渔船补贴用油，
呈现淡蓝色，称之为“蓝油”；剩下
的一类多是从新加坡进来的油，只
在进口有利润的时候进行操作。

早在去年油荒时，部分地炼企
业以沥青的名义向市场销售成品
油，而在浙江、福建、广东和广西等
省区，海上渔民利用机帆船进行蚂

蚁搬家式走私的案件在这一年中
也发生多起。现在走私团伙作案涉
及金额越来越大。

去年年底，由跨国公司高尔化
学和嘉能可资源进行的“动力煤
油”走私案是近年海关查处的最大
一起石油走私案之一。涉案公司仅
在 2010年 8月—12月间即走私成
品油 80万吨左右，涉案金额达数十
亿元，仅偷漏燃油消费税即达近 10
亿元。

其实这则案件背后涉及海关工
作人员与其合谋，否则这个公司不
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而在现在的成
品油走私案中，也体现出这一点。有
报道称，目前成品油走私出现新动
态，以前多在长江口以南发生的成
品油走私活动出现北上趋势。

知情人士向《中国企业报》记
者透露，“华南那边因为最近查走
私的有关部门人员大调整，之前打
理的关系都不行了，所以华南那边
走私管理很严，走私者开始北上活
动。”

暴利诱惑

卓创资讯分析师陈晴对《中国
企业报》记者表示，走私可以逃脱税
款，以柴油为例，9月新加坡柴油均
价在 123美元/桶，人民币兑美元汇
率均价为 6.3895，由此算的新加坡
柴油的人民币吨价均价为 6866元/
吨，而若正常进口的话，新加坡柴油
到达国内含税不含运费的均价为
8129元/吨，那么很容易就会算出所
逃掉的税款均价在 1263元/吨。
“总的算来，走私柴油在国内市

场上销售的利润会有 1500—1900
元/吨之多。如此诱人的利润，怎能
不催生走私不断。”陈晴告诉记者。
现仅上海海关 9月 16日对外宣布
的一起成品油走私大案中，就缴获
走私成品油 1700吨，案值约 1500
万元，涉嫌逃税 400万元。

中投顾问能源行业研究员周
修杰告诉记者，虽然走私查得很
严，但是由于国内外成品油的价差
较大，走私成品油在国内有很大的
市场空间，走私分子愿意冒这么大
的风险。

油价一路下行，而国内成品油
不下降，自然给了走私更大的空
间，走私者的利润会越来越高。据
公开资料分析，5月 4日，美国原油
大跌 4%，创今年 2 月 4 日以来单
日最大跌幅；5月 11日，纽约原油

期货价格再度暴跌，跌幅约 5.5%，
下破每桶 100美元，汽油期货价格
也大幅下跌近 8%。

6月 23日，国际能源署宣布一
个月内将释放 6000万桶原油应急
储备后，当天伦敦市场 8月交货的
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断崖式
暴跌逾 6%。8月 8日，纽约轻质低
硫原油结算价曾暴跌至每桶 79.94
美元，截止到 9月 19日，国际原油
价格仍只有 86.51美元。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09
年 5月 8日发布《石油价格管理办
法(试行)》要求，当国际市场原油连
续 22个工作日移动平均价格变化
超过 4%时，可相应调整国内成品
油价格。

但从我国 4月 7日调整成品油
价格以来，纽约油价已从当时的每
桶 110.3 美元跌至目前的 86 美元
左右，国际油价已暴跌 20多美元/
桶。而国内油价一直没有变动，价
差越来越大。

周修杰指出，成品油走私犯罪
活动之所以猖獗，主要是国内外油
价存在较大的差价，成品油走私利
润高昂，这才会有人愿意铤而走
险。因此，要想让成品油走私变得
无利可图，就要杜绝走私，就要将
国内成品油价格与国外油价的差
价控制在合理的范围。
目前而言，控制国内国外成品

油价差在合理范围内，就是要下调
成品油价格。而对成品油价格调整
的呼声一直未断，但国内油价一直
未降。

体制之殇

业内人士指出，要改变走私猖
獗的现状，不但要理顺成品油定价
机制，更需要破除目前的垄断格
局，让更多的企业有进入成品油市
场的机会。

卓创资讯分析师张斌认为，商
品价格一般是由：生产成本、流通
费用、利润和税金等方面因素共同
构成，而目前国内成品油价格的调
整却仅由原油价格的涨跌来决定。
国内成品油业者过分关注原油价
格，而忽视了市场的供求因素，也
就出现了国内需求旺季盼跌价，需
求淡季盼上调的奇怪现象。

即使是关注国际原油价格，成
品油价格也没有根据原油价格进
行调整。虽然 5个月来国际油价一
直下跌，今年发改委以炼油企业亏

损为由，拒绝下调成品油价格。
近期，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在

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称，正研究推进
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虽然市场均
在讨论“22+4%”的条件当调整为
“10+3%”，但是这也仅仅是加快了
国内成品油调价的频率而已，并不
能从根本上解决定价机制存在的
问题。

陈晴向《中国企业报》记者分
析，若按正常渠道进口，9月以来进
口柴油在华南市场销售利润均价
在 300元/吨多，近期利润高达 600
元/吨以上。正常进口也有高额利
润，但国内成品油进口权没有放
开，使得许多有意参与者不能进
入。

目前只有中国中化集团、中国
联合石油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国际
石化联合有限公司以及珠海振戎
公司有进口权，而进口来的成品油
只能卖给几大石油巨头销售。

而成品油进口、批发高度垄断
的情况下，许多有意参与成品油进
口业务的公司或个人，没有正常渠
道，必然通过走私实现。

除垄断因素以外，成品油定价
政策也影响了市场正常发展，导致
走私不绝。

今年 7月 1日起，我国大幅下
调汽油、柴油、航空煤油和燃料油
的进口关税，其中柴油、航空煤油
将以零关税进口。但进口税率下
降，国际油价下跌，消费者并没有
享受到任何降油价的实惠。

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韩晓
平曾指出，虽然进口关税为零，进
口原油及其制品还需要缴纳数量
不菲的增值税。走私进来的油不仅
不交进口税，增值税也不交。而正
规渠道进口的油不仅要交进口税，
而且还要交增值税。成品油增值税
是 17%，原油 13%，因此，正规渠道
进口的成品油每吨要高出 1000 多
元的税。

张斌认为，当前原油因世界经
济前景不明，再次出现暴跌。在我
国原油对外依存度高达 55%的背
景下，或许新的成品油定价机制将
迎来最佳的改革契机。只有打破国
内成品油市场的垄断局面，真正让
市场规律起作用，才能彻底杜绝成
品油走私。不过从更高层次来说，
我们要不断地寻找替代能源、发掘
新能源来减少对石油资源的依赖，
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找到合理的解
决途径。

成品油走私利益链曝光
将驳船伪装成渔船，以蒙骗海关缉私队伍，装满油的油船上都

安装了大口径输油管，驳船靠近油船后，在最短的时间内用管道把
油抽进驳船完成卸油。只要不被发现，一桩油品走私的交易链条中
最关键的一步就这样完成了。

114的“优先报号”与百度的“竞价排名”异曲同
工。而 114的运营商中国联通、中国电信都是国企，
自创立伊始便头顶“公益”大帽。“优先报号”这种与
公益背道而驰的盈利模式，可能使虚假信息泛滥，
危害巨大。

图为浙江台
州公安边防
支队打击成
品油走私专
项行动
CNS供图

地市产权机构彷徨中求转型
（上接第一版）

产权市场义不容辞，可担当重
任。据介绍，产权市场有着相应的
管理基础，既可以弥补非上市公司
股权监管缺位的现象，又可以弥补
证券交易场所容量有限的不足，丰
富基础性资本市场内容。

但是，反观当前产权市场尤其
是地市级产权市场的发展，难度可
想而知。

刘峰表示，当前，相关法律法
规不完善，缺乏有效的政策法规体
系支持，产权市场的制度建设相对
滞后，导致市场交易秩序相对混

乱。
同时，区域性产权交易联合功

能较差，区域性产权市场的联合仅
体现在信息披露，缺乏技术平台、
联合竞价、跨区域交易等实质性内
容。
“产权市场的融资功能没有得

到充分发挥。”刘峰直言不讳地指
出。

亟待破冰

9月 27日，晋冀鲁豫 13个地
市级别的产权交易机构负责人及

其管理部门召开会议，探讨筹划中
原经济区产权市场发展蓝图，将中
原经济区产权市场做大做强，融入
到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体系，构建
培育中原经济区基础性资本市场。
虽然困难重重，但依然不能阻

止曾宪梦的决心。曾宪梦告诉记
者，中小企业在投融资市场上屡屡
受挫，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
有效地借助中介的平台，没有有效
地利用现行的产权交易市场。
黑龙江省科顾委主任陈永昌

撰文指出，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
对策之一便是上市公司的股权交

易通过股市来完成，没有上市的股
份制企业可以通过培养和发育产
权交易市场，让企业在兼并重组中
实现股权交易变现，达到再融资的
目的，培育产权交易大市场至关重
要。
“下一步，兴菏产权将积极引

导民营企业进场交易，通过联合金
融机构、担保机构对企业实物资
产、知识产权或股权以评估价格进
行典当或质押，为企业提供发展资
金等多种方式帮助企业进行融资，
应该把产权交易市场打造成非上
市股份公司交易平台。”曾宪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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