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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试点以

来，出现漏洞时，国

税总局和财政部一

直在发文补漏，出

来一个漏洞，发一

个东西去补。这样

的措施对北京和其

它试点地区来说，

估计不太现实。如

果上海试点成熟，

把其现成的东西拿

过来就行，现在北

京如果推迟试点，

肯定是在等上海试

点的成熟经验。

本报刊发的调查报道《西安法门寺被指“舍利提款机”》
所引发的社会关注正持续升温。

随着各界目光的不断聚焦，事实不断证明“法门寺风景
区”并非“法门寺”。按照《中国证券报》记者实地采访结果
显示，法门寺与景区的协议已经在 2012 年 5 月中旬到期，
虽经对方多次催促，法门寺依然未进行续签。虽然很多游
客无法辩明，但还原“真假法门寺”的呼声越来越高。

同时，《中国企业报》记者通过多方调查确认，新浪微博
“卓-越传媒副总编辑张 _ 军”确实是某财经媒体驻上海记
者站已离职记者所操作的另一个小号微博，此人曾是该报
政经部主任，后因个人原因辞职，经营一家茶楼，同时在上
海某公关公司负责上海“金融信息系统和服务提供”公司
的公关服务，目前身份并非记者。

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舆传网首席学术顾问谭云明在
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企业，法门寺风
景区有限公司对于舆情的反应有很大失误，运用网络公关
等手段掩饰问题的做法不可取。

网络公关公然现身

6 月 26 日，《中国企业报》在头版以《法门寺事件隐现
网络公关身影》为题的追踪报道刊出后，新浪微博已改名
为“卓-越传媒副总编辑张 _ 军”的微博博主在其微博上再
次发布辱骂本报的内容。随后又发布另一条微博：“中国企
业报，尤其他旗下的那个什么中国企业新闻网，威胁过法
门寺多少次，你心里还不清楚吗？打着新闻采访的名义，然
后就谈钱，并发来合作协议，企业不同意，认为要价太高，
然后你们就出负面，说不给钱还要继续搞。”

至此，“卓-越传媒副总编辑张 _ 军”已通过此微博确
认三个事实：

第一，此前“新闻猛士”所指本报刊出的负面报道正是
《西安法门寺被指“舍利提款机”》一文。

第二，“新闻猛士”所指责本报向企业要广告一事并不
存在。同时在“卓-越传媒副总编辑张 _ 军”随后的微博中
也一再承认，并不是记者所为。

第三，因其第一条微博说“朋友公司欲上市”以及之后
在微博上有人要求他公布媒体威胁合同时，他回复说的
“批文拿到后再说。刚过会”可以看出，目前法门寺景区上
市仍在进行中。
《中国企业报》记者同时注意到，“卓-越传媒副总编辑

张 _ 军”的微博随后转发了两个新浪微博认证为法门寺风
景区的微博，有媒体人士评论：已经开始公开为法门寺景
区进行网络公关了。

但除此之外，外界听不到法门寺景区的任何声音，同时
亦未见景区内部有整改动作。

曲江系舆情应对明显失误

一位游客公开表示：“几日前在法门寺文化景区，向工
作人员询问可否参观合十塔地宫？答曰：一般不对外开放，
只有副部长级人士才可参观。又曰：出资八万供养佛龛一
尊，经预约可随时参观。我反问：八万元可换得副部长待
遇？佛陀面前不是众生平等么？对方讪笑，不再言语。”

调查显示，2009 年 5 月开业到 2011 年 5 月期间，法门
寺景区的旅游投诉次数占全市 95%。在全省的主要旅游景
点中，法门寺投诉也排在首位。一位游客随团赴法门寺游
玩，有“僧人”给其念咒净身，并游说进行供灯，收费 39999
元，在划走银行卡中的 29999 元之后，由于余额不足才作
罢。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法门寺景区的门

票与一般景区门票不同，进去时要验票，参观完出去也要
验票。

记者向工作人员询问原因，几个保安笑答：“因为怕你
是翻墙进来的。”记者问：“翻墙也能进？”答：“你可以去试
试。呵呵，进来容易，出去难。那墙外面低，爬梯子就能进
来，可里面深，再想出去可没那么容易了。”记者联想到网
上热传的一幅图：法门寺外围墙，很多人在爬梯子试图进
入寺院，因为可以逃 120 元的门票。发图者本想借此批评
中国百姓素质低，但没想到很多回复却诉苦只因门票太
贵，信众无法承受，所以才出此下策。

按照《宗教事务管理条例》第二十条规定：非宗教团
体、非宗教活动场所不得组织、举行宗教活动，不得接受宗
教性的捐献。《宗教事务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宗教
团体、寺观教堂以外的组织以及个人不得修建大型露天宗
教造像。

然而事实是：原属法门寺的佛教圣物“佛指舍利”被陕
西法门寺景区移入“非宗教活动场所”的“合十舍利塔”，用
作牟利之用。作为“非宗教团体”的陕西法门寺景区，在景
区里修建大量大型露天宗教造像。作为“非宗教团体”的陕
西法门寺景区，在景区内开展香火、供奉佛像、供奉佛指舍
利等宗教活动。

谭云明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的
舆情监测只看到法门寺风景区有限公司一次非正面回应，
即法门寺集团常务副总经理唐喆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
记者采访时表示，媒体报道后，公司已经注意到法门寺基
金会在景区内的“活动”有些过多，准备划出专门区域，对
基金会在景区的活动进行限制。

谭云明指出，企业应对舆情的正确方式是，内部立即进
行论证，如媒体报道属实，就应进行积极整改，同时主动与
媒体进行有效沟通，而非用网络公关等手段掩饰问题。

法门寺风景区是否会进行有效的整改？对此，《中国企
业报》还将继续进行关注。

本报记者 张艳蕊

真假法门寺
牵出真假记者

“两天前，北京市税务局还跟各
分局开会，讨论‘营改增’的具体事
宜。”6月 28日，在接受《中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时，北京市海淀区地税局一
内部人士告诉记者。

对于近日媒体报道的“北京‘营
改增’试点难产”的消息，该人士向记
者表示，北京市税务局申请北京“营
改增”试点，国务院此前已经正式批
准，但得到令牌后，“具体什么时候开
始试点，就由北京市税务局掌握了，
如果延迟试点，可能是考虑时机还不
够成熟，但总体来看，试点的大趋势
不会改变。”
“如果北京不推，就会不可避免

地出现‘洼地效应’，即企业主跑到上
海去注册企业并纳税，在北京实际经
营。如果全国都这样，上海承受不了，
其他地方也难以承受税收的流失，这
是各地都不愿意看到的。”财政部财
科所所长贾康在接受《中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如此表示。

下半年将择机推开

“其实北京税务局这边一直在为
试点做准备，我们这些基层税务局只
待上面的指令了，发令枪一响，我们
遵照执行就是了。”6月 28日，北京
市东城区税务局官员张劲松在接受
《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

6月 28日，北京中瑞岳华税务所
原税务经理张人杰在接受《中国企业
报》记者采访时也表达了类似的看
法，“税务培训还正常做，没接到北京
‘营改增’难产的消息。”

不过，张人杰接着告诉记者，“其
实对这些传言也不难理解，上海试点
‘营改增’时，当时也传说是 2011 年

11月份推出，后来也没按那时间推，
其实这都很正常。如果说北京真的延
迟启动试点，估计是考虑北京地区影
响比较大的缘故，这毕竟不是轻而易
举的事。”
“其实在今年 2月份，国税总局

就给各税务局发文，要求各地税局调
查‘营改增’后有多少税归国税，有多
少税归地税，测算一下地税在试点中
到底会流失多少。”陈樟表示，“目前，
有关‘营改增’的各项工作还在紧锣
密鼓地进行，推出是大势所趋，只是
时间的早晚问题。”
北京市财政局局长杨晓超日前

透露，目前北京市已经做好了营改增
的各项准备工作，今年下半年北京市
拟实施营业税改增值税。
据其介绍，“营改增”试点方案的

设计是在不增加税负的前提下进行
的。据测算，新的 11%和 6%的低税率
可保证绝大部分企业税负不增加。此
前，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相关负
责人曾公开表示，整体来看，营改增
是一项重要的结构性减税措施。根据
规范税制、合理负担的原则，通过税
率设置和优惠政策过渡等安排，改革
试点行业总体税负不增加或略有下
降。

贾康明确表示，“营改增”是一个
典型的减税改革设计，上海已经启动
的“营改增”试点，带有明显机制转换
的实质内容。
“原来的营业税覆盖建筑安装交

通运输和第三产业的那些主体，他们
如果自己认为有能力有潜力做专业
化细分的时候，他们往往不愿意做，
为什么？因为出现了重复纳税这个机
制对他们的制约，他们宁可按照小而
全、大而全的组织机构运行，这就阻

碍了提高第三产业服务质量方面的
活力来源。”
“而‘营改增’后的效果就是企业

可以无所顾忌地放开手脚做专业化
细分，不再担心这样一来造成重复征
税对自己的约束，谁有能力有潜力更
好地利用政策导向和政策空间，谁就
可以更好地做大做强，它和市场机制
有一个很好地内在契合。这个不是简
单地表面上看起来有减税效应，更深
刻的内容是中国要解决自己的产业
结构升级换代的问题。”贾康说。
“当然，我个人认为，上海的试点

方案还带有试错的特征。试错就是要
进一步动态优化，初步定方案，用一
个基金把受到明显制约没有得到实
惠的细分行业的企业给一个通盘的
辅助，这些事情都是技术性的处理，
应该不妨碍‘营改增’大趋势的推

行。”贾康表示。

或等上海试点成熟经验

张人杰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
示，北京和上海面临管理上的很大不
同，即上海国地税是统一的，北京国
地税是分开的。而营业税是归地税局
管的，改成增值税后，是要归国税的。

从北京的试点来讲，很多纳税人
就要重新适应国税的管理，而很多营
业税纳税人并没有跟国税打交道的
经验，这一点需要特别注意。
“据初步调查统计，营改增后，北

京地税损失大概达到上百亿元，因为
改成增值税后，企业所得税也跟着走
了，归了国税，地税就剩几个小税种
了，比如车船使用税、针对企业的房
产税和契税、一部分企业所得税等。”
上述北京市海淀区地税局内部人士
告诉记者。
“这么少的税种，再为地税设置

一套征管系统就没有必要了。”上述
内部人士告诉记者，“这样地税基本
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而且，这样一
来，国地税将来就有合并的趋势
了。”。

上述内部人士透露，他在税务局
可以看到每年两会上代表委员给税
务方面的提案。提案显示，1994年国
地税分开至今，每年两会都有代表委
员提议，把国税地税合并，因为国地
税分开征收太不方便了。
“国地税征管是两套系统，对企

业来说操作起来很麻烦，比如说，企
业所得税吧，地税要一张表，国税要
15张表，许多企业就说，我不办国税
了，我交地税。对企业来讲，税收本身
就是很麻烦的事情，如果缴的方式也
麻烦，就更成了负担了。”
“上海试点以来，出现漏洞时，国

税总局和财政部一直在发文补漏，出
来一个漏洞，发一个东西去补，这些
发文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这样的
措施对北京和其它试点地区来说，估
计不太现实。如果上海试点成熟，把
其现成的东西拿过来就行，现在北京
如果推迟试点，肯定是在等上海试点
的成熟经验。”上述内部人士认为。

降低增值税率是关键

《中国企业报》记者从北京市国

税局网站上发现，5 月 28 日发布的
《关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非试点纳
税人纳税申报有关事项的通知》称，
北京市即将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试点。通知透露，此次“营改增”对象
包括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
业。

北京要建立现代服务业的城市，
而“营改增”中恰恰是交通运输、物
流、餐饮等现代服务业受试点的影响
最大。
“税负不降反增的情况可能会出

现在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邮电通信
业、文化体育业、金融保险及其服务
业上。”张劲松告诉记者。
“物流行业原来的税率是营业额

的 3%，将来是抵扣后的 11%。但是物
流行业以及其他基础行业的特点是，
末端工作完成者都是个体户，没法开
发票，这样物流公司就没有可以抵扣
的发票，税率就由 3%变成了结结实
实的 11%。这相比原来的税率高了一
大截。”做物流行业的张先生告诉《中
国企业报》记者。
“在有正常购进的情况下，建

筑业税负相较之前应该差不多；邮
电通信业、文化体育业因可抵扣项
目较少，税负应该会有所提高；金
融保险业及其服务业实行简易征
收 6%，与以前 5%相比相差不大，
可能会略有提高。”张劲松对记者
说。
对此，专家认为，“营改增”的大

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根本的措施是降
低增值税税率，然后厘清中央税和地
方税的关系。
“目前‘减税’是国家大政方针的

主流，‘营改增’设计的初衷就是减税
措施，所以，降低增值税税率是关
键。”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
时，中国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
长、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高培勇表
示。
“现在听到的声音有一些细分行

业，比如说交通运输行业说没有得到
实惠，甚至个别企业说负担没有降，
还上升了，这种情况下，如果经过调
研认定之后，就需要调整现在的方
案，上海的做法是采取过渡性办法，
用一个基金把受到明显制约没有得
到实惠的细分行业的企业给一个通
盘地辅助，这些事情都是技术性的处
理。”贾康表示。

北京“营改增”试点难产：坐等时机？ 【《西安法门寺被指“舍利提款机》追踪之二】

本报记者 王敏

（上接第一版）

应对之策：
消费市场要学会抱团

和稀土等产品不一样，中国在
铁矿石上始终处在消费端。

林先生一直在反思中国钢厂这
几年屡屡在进口铁矿石上失败的原
因。
“首先是不抱团，其次是过去忽

视了对上游的开发，过于注重发展
主业。”林先生说。

中国占据了全球海运的铁矿石
60%的消费市场，“如果联合起来，甚
至联合国外的钢厂，在谈判桌上会
更有力度，从目前看，国外钢厂情况
也很糟，是联合的好时机。”林先生
说。
随着欧洲地区遭遇主权债务

危机和经济衰退，钢材市场萎缩，
安赛乐米塔尔等钢铁巨头纷纷缩

减产量。其他国家钢铁行业同样愁
云蔽日，日本新日铁近期发表公
告，2011 至 2012 财年，盈利降幅
达 37%；日本第二大钢企 JFE 钢铁
公司日前宣布，因原料价格上涨，
其 2011—2012 财年出现巨额亏
损；韩国浦项钢铁日前称，由于较
高的原料成本和较低的钢材价格，
企业营业利润 4220 亿韩元，环比
降 39%。

破除垄断的另一个办法是加大
国内矿石的供给量。中国冶金矿山
企业协会秘书长杨家声表示，到
2015 年，国内要新建 1000 万吨级
以上铁矿 8 座、500 万吨级以上铁
矿 15 座、200 万吨级以上铁矿 20
座，全国铁矿石原矿产量要达到 15
亿吨，保证 40%的铁矿供应实现自
给。

上述湖北一家钢厂中层认为，
如果国内铁矿石产能上来，势必会
压制三大矿山的价格。

提早动手：
提升整体竞争力才有话语权

不仅仅是在铁矿石领域，在其他
中国不占优势的资源领域，都需要警
惕第二个“铁矿石”情况出现。

必和必拓高层曾表示，过去几
年，很多注意力都放在了铁矿石上，
因为其供应偏紧，价格也很高。但对
于必和必拓来说，早在 10年或者 12
年以前就已经表示，我们不希望只提
供一种商品，我们希望提供多种商
品。特别是在过去 5年，我们不只是
在铁矿石领域，还在天然气、石油、钾
肥等领域做了大量投资，天然气和钾
肥等产品为公司所看好。
“天然气、焦煤、钾肥都需要我们

提早动手投资。早动手就意味着有储
备，不用过分担心价格变动问题。”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不愿具名的
专家曾对记者说。

中信新际期货公司董事长赵磊
曾表示，大宗商品国际化时代正在到
来，但目前中国在大宗商品定价话语
权上还十分不够，应争夺大宗商品期
货价话语权。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
院院长霍建国曾公开表示，市场经济
地位只是一个话题，对中国国内经济
的发展总体影响并不大。提升国家整
体竞争力才能真正支撑中国企业在
国际上的话语权。此外，长期以来，国
际标准制定、修订的主动权一直被发
达国家把持，对后发国家的技术进步
和产业发展形成了严重制约。

有专家表示，对于国际技术标准，
政府应更新观念，要在国际标准体系的
建设中争取主动，争取更多地参与国际
标准化活动，使国际标准更多地反映中
国的技术要求。另外，政府要通过金融、
财政、税收等方面的政策扶持，推动重
要商品和服务的实物、期货国际交易市
场建设，争取定价权方面的主动。

中国企业国际竞争话语权走强

调查显示，2009 年 5 月开业到2011 年 5月期间，法门寺景区的旅
游投诉次数占全市 95%。在全省的
主要旅游景点中，法门寺投诉也排
在首位。

专家指出，企业应对舆情的正确

方式是，内部立即进行论证，如媒体报

道属实，就应进行积极整改，同时主动

与媒体进行有效沟通，而非用网络公

关等手段掩饰问题。

今年下半年有望择机推开，有可能根据行业细分情况做出
相应调整，税负不降反增的情况可能会出现在交通运输业、建
筑业、邮电通信业、文化体育业、金融保险及其服务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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