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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今后不用再头疼上门重复查账了

地地税税清清门门户户 一一家家查查账账多多家家认认账账

“寻找最美邮递员”

活动评选揭晓

本报济南6月5日讯 (记者
李虎 实习生 刘相华 ) 6月5
日，全省“寻找最美邮递员”活动
颁奖仪式在济南举行，赵翠琴、田
宝林等10名邮递员获得“最美邮
递员”称号。

省农发行260亿元

投向夏粮收购

本报济南6月5日讯 (记者
张頔 ) 为全力支持今年山东的
夏粮收购，农发行山东省分行筹
措260亿元保证夏粮收购资金供
应，比去年增长了45%。截至目
前，夏粮收购专项资金已全部筹
措到位。

鲁企看淡美对华光伏“双反”升级战———

工工厂厂开开到到海海外外了了，，还还怕怕啥啥““双双反反””

本报济南6月5日讯(记者
王茂林) 5日，省地税局就规范
进户执法工作召开新闻发布会。
记者从会上获悉，自年初以来山
东地税规范税务机关进户执法，
已合并、取消了13项进户执法工
作，全省各级地税梳理出合并进
户执法项目205项。今后各部门、
各市地税局在制定规范性文件
时，一律不再设立进户执法项
目，最大限度地压缩进户检查项
目；在同一年度内，除特殊事项

外，对同一纳税人不得重复进户
开展纳税评估、税务稽查、税务
审计，同一事项原则上不得重复
进户。

据山东省地税局有关负责
人介绍，截至5月底，全省地税收
入1519 . 7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8 . 39%。其中，稽查查补收入6 . 74
亿元，滞纳金、罚款3460万元，全
省共查处偷税案件50起，查处百
万元以上大要案28起。

为减轻纳税人负担，避免

重复检查，自今年初，省地税局
开展了进一步规范税务机关进
户执法和逐步清理进户执法项
目工作。截至目前，已合并、取
消大额普通发票代开调查巡
查、企业所得税减免税审批调
查巡查、申请使用地经营地发
票调查巡查等13项进户执法工
作；全省各级地税局对所有涉
及进户执法项目进行梳理，共
梳理出合并进户执法项目205
项，目前正积极组织论证，并提

出清理意见。
据介绍，今后，省局以下

不再设立新的进户执法项目，
进 户 执 法 由 原 来 的“ 多 家 查
账”，改为“一家查账，多家认
账”。我省对进户执法项目规
范清理、合并，省地税局各部
门、各市地税局将对决定取消
的进户执法项目进行公告，并
接受社会监督。今后各部门、
各市地税局在制定规范性文
件时，一律不再设立进户执法

项目，最大限度地压缩进户检
查项目。

除国家税务总局工作部署
外，省局各单位涉及纳税评估、
税务稽查、税务审计等进户执法
项目，统一合并全省重点行业税
收专项检查及区域专项整治、重
点税源企业税收专项检查、打击
发票违法犯罪活动等综合性税
务检查项目，由省局稽查局牵头
制定方案统一部署，按部门职责
分别组织实施。

今夏最大电力缺口600万千瓦，明年达1000万千瓦

山山东东亟亟待待““外外电电入入鲁鲁””解解渴渴
本报济南 6月 5日讯 (记

者 李虎 通讯员 侯婷
郭轶敏 ) “今年迎峰度夏期
间，我省电网统调负荷将创
历史新高，预计今夏全省电
力供需形势严峻。”6月5日，
记者在国网山东电力公司召
开的迎峰度夏新闻发布会上
了解到，山东电力正积极备
战，确保度夏期间全省电力

供应。
据国网山东电力预测，今

夏山东电网统调最高用电负
荷将达6200万千瓦，比去年夏
季5665 . 6万千瓦增加534 . 4万
千瓦，同比增长9 . 43%。预计
山东电网今夏最大电力缺口
达600万千瓦，占预测最高用
电负荷的十分之一。

山东电力营销部副主任

王相伟表示，今夏用电最高峰
预计出现在7月底至8月中旬
之间。

记者从国网山东电力公
司了解到，若仅考虑省内已
核准和有“路条”的机组按期
投产，在省外来电继续保持
750万千瓦条件下，预计2015
年、2017年和2020年全省电
力供应缺口分别达到1000万

千瓦、2500万千瓦和4400万
千瓦。

三条“外电入鲁”输电新
通道建成后，山东省接受省外
来电能力将达到2500万千瓦，
预 计 每 年 可 接 纳 省 外 电 量
1400亿千瓦时，占全省年度用
电量的比重近三分之一，能够
极大地缓解全省电力供应紧
张局面。

山东沿海客运

全面增长

本报济南6月5日讯 (记者
李虎 通讯员 马桂山) 记者6
月5日从山东海事局获悉，5月份，
山东沿海货运减少，客运全面增
长，山东沿海货物进出港总量达
7464万吨，同比增长4 . 6%，其中
外贸货物4592万吨，占61 . 5%，同
比增长5 . 6%。5月份山东沿海共
运送旅客217 . 2万人次，日均约7
万人次，同比增长6%、环比增长
88 . 5%。

北京时间6月3日，美国商务部对中国输美光伏产品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做出反补贴初裁，将对
35 . 2%的中国产太阳能电池板征收额外进口关税。记者采访了解到，与2011年美国对华光伏产品征收
惩罚性关税的反应不同，省内对此反应相对平淡，认为此次“双反”调查影响有限。为规避美国反倾销
危害，山东光伏企业开始在东南亚等地增设海外工厂。

国家大力扶持，海外依赖减少

“这次双反调查影响有限的另外一个原
因，就是国家在光伏产业上的大力扶持，促进
了国内光伏行业大发展，减少了企业对国外
市场的依赖。”华鑫证券分析师徐呈健指出。

从2012年末，国家连续出台多项促进光
伏产业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2012年12月19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对分布式光伏发
电实行按照电量补贴等5项政策。

在国家大力扶持下，光伏产业逐渐走
出了寒冬，原本出口为主的光伏企业开始

将目光转向国内市场。2013年国内的光伏装
机容量达到了12GW，占到了全球总装机容
量的1/3。我国企业对美国的出口份额逐年
下降，去年的销售额仅为10%。

业内人士表示，在全球经济形势不稳定
的情况下，贸易摩擦高发态势很难避免。处在
国际贸易相对弱势地位的中国企业，应更好
地熟悉和适应国际贸易游戏规则。中国应更
加积极主动加入国际规则制定之中，以争取
更多话语权。

美国商务部表示，美国计
划对35 . 2%的中国产太阳能
电池板征收额外进口关税。

美国方面表示，经调查发
现，来自中国的太阳能光伏组
件得到中国政府的补贴，给美
国的制造商造成损失。美国商
务部这次提议对更多光伏产
品征收更高关税，组装太阳能
电池板和制造用的电池都被
纳入其中。

本次“双反”，是2012年以
来美国和欧盟对该行业贸易
战的进一步升级。

“那时国内80%光伏产
品主要出口到国外，很多依
赖出口的光伏企业遭受重
创。”华鑫证券分析师徐呈
健对记者表示，伴随着“双
反”严重打击，很多光伏企
业倒闭。

有了这次惨痛教训后，很
多光伏企业调整策略，办法之
一是通过将硅片出口至台湾
做成组件，或从台湾等地购买
光伏电池出口，从而规避“双
反”风险。新一轮调查把台湾
纳入“双反”范围，目的就是全
面限制中国对美光伏产品出
口。

“这次美国的双反调查意
图很明显，就是为了堵住这个
漏洞，因此将台湾纳入范围之
内。”一位长期研究光伏领域
的证券分析师表示。

本报记者 李虎 实习生 刘相华

美国堵漏：

台湾也被“双反”

延伸阅读

阿里IPO后员工

可套现410亿美元

本报讯 就在阿里巴巴即将
完成IPO之际，这家商业巨头已
经向员工就如何处理巨额股票套
现提出建议。据路透社的报道估
算，总共大约410亿美元可以借助
此次IPO实现解禁套现。

阿里巴巴集团的创始人马云
和蔡崇信早已成为亿万富豪，不
过，一旦阿里员工可以在IPO之
后自由出售股票，那么一大批目
前还仅停留在“纸面上”的百万富
翁，就将迅速诞生。相关文件显
示，自1999年以来，阿里巴巴离职
和现任员工通过股票期权和其他
奖励政策，共持有公司26 . 7%股
份。

由于阿里巨大的规模和员工
大幅度持股，员工股票套现所得
将超过以往任何一家中国公司，
包括软件工程师和销售、市场员
工，以及关联公司比如支付宝的
职员，都会从这次IPO中获益。

在招股书中，阿里坦承当这
些员工股东在骤富之后，就有可
能选择离开。“对公司来讲，继续
有效地激励他们是有难度的，这
些财富会影响他们有关去留的决
定。”阿里巴巴表示。 综合

规避“双反”影响之鲁企应对

美国市场在东营光伏出口中已不是绝对主力，美国“双反”
肯定会对企业造成一定影响，但随着对美国出口占比下降，其对
光伏出口企业的影响也在下降。

东营光伏

力诺光伏
力诺光伏每年对美国的出口额在两三千万美元，再遭“双反”

后产品被征收高额关税，将失去原有的价格优势，销量必然受到影
响。不过，这次“双反”影响有限，不会是此前那种伤筋动骨的致命
伤。目前美国市场在力诺出口中占比已经下降至不足20%，欧洲和
日本的市场份额涨到70%。公司在出口销售布局上早已做出了调
整，更多地聚焦在东南亚、南美、南非等新兴市场。

为了应对“双反”调查，省内光伏企业开始在国外建厂以规避美国反倾销调查。
2011年，力诺光伏收购了美国一家光伏企业，并买下一块地皮着手光伏产品的海

外生产和销售，但受成本压力影响最终没能实现。美国建厂失败后，力诺光伏将目光
投向建厂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在东南亚建厂前期工作已经准备完毕。

除了力诺，像兴民钢圈、三角轮胎这些同样遭受了“双反”调查的企业也开始选择
在美设立工厂。光伏大省江苏的企业更是将工厂直接开在了加拿大、美国、韩国、日
本、德国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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