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岁末将至，一年一度的电煤合同谈判并

未如期举行。近日，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

悉，电煤价格并轨方案已获国务院批准，并

将于 2013 年 1 月开始实施。

“国务院批复的是原则意见还是实施方

案，目前还不太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并轨方

案的核心是建立电煤衔接机制，将现行的重

点合同转为签订中长期合同。”上述人士表示。

“双轨制”遭诟病

今年，煤炭价格有所回落，相当一部分

火电企业开始盈利，但是仍不足以弥补过去

几年间的巨额亏损。

就在火电企业身陷寒窟之时，煤炭企业却

红得发紫。近些年，这两个本应“唇齿相依”的

产业，却时常因价格问题争得面红耳赤。

据了解，国内煤价从 2003 年的 275 元/吨

蹿升至去年最高的 840 元/吨，再回落至目前

的 640 元/吨，累计上涨幅度仍高达 200%。与

此同时，上网电价同期仅上涨 30%到 40%，导

致火电企业燃料费用大幅上升。

“以前，煤炭价格只占火电发电成本最

多不过 60%，现在却占到 70%至 80%。火电

企业已经连续 4 年出现亏损，投资量也连续

6 年下降。”中国华电集团政策与法律事务

部主任陈宗法在参加第四届中国能源企业

高层论坛时说。

从 2008 年到 2011 年，五大发电集团大

约亏损 921 亿元。而煤炭行业恰恰相反，盈

利实现了疯狂的四级跳，2000 年煤炭行业

尚处于全行业亏损状态，到 2011 年已实现

盈利 4342 亿元。

中国华电集团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抱

怨说：“即便我们亏成那样，煤炭企业却还有

很多不满。随着煤炭价格不断上涨，每年的

订货会上，火电和煤炭企业都会为了价格问

题闹得不可开交，现场火药味十足。”

对于重点合同煤的定价，煤炭企业也有

一套说辞。“和价格较高的市场煤价格相比，

合同煤价格已经低了不少。总的来讲，重点

煤对发电企业是有利的，但煤炭企业大多数

不愿意履行重点和约，特别是煤电供应紧张

的时候。”陈宗法说，“煤炭企业认为，对合同

煤价格采取双方谈判、政府调停定价的做法

对电力企业有利却伤及自身，那些低价售卖

的合同煤原本可以在市场上以更高的价格

售出，所以生出极大的抵触情绪。这是多年

来煤电矛盾未能缓解的一大因素。”

重点合同煤采取双方议价被业内人士

称为最不靠谱的事情之一。

此次，煤炭并轨方案提出了煤炭价格市

场化。“国务院对于煤炭并轨方案的批示大

概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煤电并轨方案要考虑

发电企业的诉求，国务院领导也知道发电企

业这个阶段非常困难；二是要实现煤炭企业

和发电企业的共赢，促进产业之间协调发

展。”上述知情人士透露。

专家呼吁建立自由市场

此前，为解决“煤电之争”，国家曾推出

煤电联动机制，即上网电价和煤炭价格联

动，销售电价和上网电价联动，以消化电煤

涨价因素。但是，实施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电价上涨后随之而来的是电煤新一轮涨价，

电力企业再次提出涨价要求，最终促成煤电

轮番涨价，直接影响到其他行业的成本，引

发社会性物价上涨。联动机制被迫放弃。

有专家提出，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国

家 应 统 筹 考 虑 煤、电、运 产 业 链 上 下 游 关

系，在煤、电、运各个环节和政府之间建立

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格形成机制与管

理体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

副主任钱平凡认为，通过建立煤炭交易中

心，准确地确定煤炭价格，优化供应链虚拟

价值流，实现物流可视化，降低煤炭供应链

成本，才能使煤炭以及火电企业实现双赢。

此外，钱平凡还提出，政府也要转变职

能，不能仅仅停留在干预价格层面上，应建

设至少 5000 万吨规模的国家煤炭战略储备

体系，把储备煤分散在相关煤炭智能物流园

区，实施动态储备管理，通过国家煤的立项

买卖，调节煤炭市场，降低国际煤炭价格波

动的影响。

“煤电价格并轨需要配套体系改革，政府

要学会不再干预价格，转而通过量的放和收

来影响价格市场。目前，我国在管理粮食市

场方面做得就比较好，有好的市场体系，有储

备体系，国际价格波动再大，国内价格波动也

非常小，煤炭交易市场也应如此。”钱平凡说。

煤电并轨方案获批 火电企业见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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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字号难以为继

北京前门商业文化亟待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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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会展教育专业10年：

梦想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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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邢梦宇

本期关注

中国出口商
对明年外贸形势谨慎乐观

新 闻 速 递

文物收藏热流涌动

专家呼吁理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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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经济千疮百孔的状态下，一份有

着 2000 名希腊富人涉嫌逃税的名单被媒体

曝光。在希腊失业率高达 24%、各种补贴不

断缩水的情况下，这些人却把巨款转移至

“避税天堂”，以此逃避对国家应尽的责任。

过去 13 年，星巴克在英国的销售总额

高达 31 亿英镑，却只缴纳了 860 万英镑的

税款，因为账面被做成了亏损。星巴克过

去 3 年没给英国财政税收贡献 1 分钱，却对

他的投资者宣称，英国市场是其最给力的

海外市场。

是可忍孰不可忍。在债务危机和财政

危机阴霾下“黔驴技穷”的欧美国家，怎能眼

睁睁地看着税款“离家出走”？

近日，美国加大了对海外偷逃税款的打

击力度，瑞士和一些离岸金融中心直接成为

打击重点。本月 4 日，瑞士联邦财政部发布

公报称，同意其金融机构向美国税务部门通

报美国公民在瑞士境内账户的有关情况。而

由于严格执行《银行保密法》，瑞士银行一直

深得包括美国富豪在内的全球客户的信任。

向跨国公司“开刀”也成为一向偏袒自

家企业的美国政府不得不考虑的方案。那

些全球总部设在美国的大公司采取了严密

的避税手段，这也让奥巴马很头疼。财政悬

崖压力高悬，政府收入吃紧，那些身价上千

亿美元的大公司却将巨额税款通过种种会

计手段规避掉了。

然而，美国对待跨国公司避税行为的忍

耐力明显比欧洲国家要强一些。在英国议

会最近举行的一个听证会上，议员们对星巴

克、亚马逊和谷歌等企业利用避税天堂“操

纵”账目等行为进行了连珠炮般的诘问，“难

以置信”、“不知道你们把我们当成什么了”

和“我们不是指控你们犯法了，我们指责的

是你们太不道德了”之类带有明显感情色彩

的语句不时出现。

指责并不能解决问题。12 月 6 日，欧盟

委员会分管税收、关税同盟、审计和反欺诈

事务的委员舍梅塔说，欧盟各国政府每年因

逃税损失 1 万亿欧元（约合 1.3 万亿美元）税

收，必须采取行动防止逃税行为对欧盟财

政和经济构成更大冲击。他建议，欧盟应

对“避税天堂”立场更强硬，以更积极手段

锁定逃税者，将其列入黑名单；成员国应进

一步限制企业利用法律漏洞而采取的避税

行为；成员国之间应采取更加协同的税务政

策，减少国家间差异，不给逃税者可乘之机。

但是，通力合作提高企业税收效率的倡

议之后，用什么来证明这绝非空谈？欧洲经

济“火车头”德国已经为打击避税行为拉拢

英法等国财政部门，也向美国财长盖特纳鸿

雁传书寻求支持，但关键是，只要各国税制

不统一，征税范围不同、税率不同，跨国企业

的避税行为肯定会持续下去。而且，各国难

免会希望总部设在本国的跨国公司有效规

避海外利润的税收，“算盘”打到自家门前，

谁能做到“大义灭亲”？况且，对企业增加税

收一向是刺激经济的双刃剑，一不小心就会

变成“杀鸡取卵”，欧美诸国看似高调的税收

保卫战，谁会先站出来冒这个险？所以，打

税收的主意，想借此摆脱债务危机和财政危

机，未免扯得有点儿远。

税收保卫战难解欧美燃眉之急
■ 高洪艳

本报讯 海关总署 12 月 10 日公布

今年 1 月至 11 月外贸进出口情况。据海

关统计，1 月至 11 月，我国进出口总值

35002.8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同）增长

5.8%。其中，出口 18499.1 亿美元，增长

7.3%；进口 16503.7 亿美元，增长 4.1%；贸

易顺差 1995.4 亿美元。

另据环球资源对 1546 家中国出口

商的最新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出口商预

计 2013 年的经营和商业环境依然严峻，

但对海外订单的增长仍保持了谨慎乐观

态度。报告对比去年同类调查的数据指

出，当时几乎所有受访者均对 2012 年出

口增长充满信心，但今年出口商的态度

则变得相对谨慎。但对比 2012 年下半

年的预测，在此次调查中，企业对 2013

年的出口前景预测相对乐观，认为来自

海外出口收益将下调的公司有所减少。

调查报告指出，目前，很多中国供应

商仍然面对成本上涨的压力，这迫使他们

不得不上调价格。同时，欧盟及美国这些

传统市场的需求仍然偏软，这无疑令本来

就已相当困难的出口环境雪上加霜，但由

于供应商大多已采取了市场多元化、产品

设计提升等策略以帮助缓解上述压力，因

此，大部分受访制造商的出口收益跌幅都

较预期有所减轻。此外，和欧美传统市场

疲软相对应的是出口企业对新兴市场的

看好，包括南美在内的多个市场成为中国

企业开拓的重要目标。还有不少企业选

择了转战内贸市场。 （欣 华）

航运业遇冷

企业“断臂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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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届中缅边境经贸交易会开幕

为期 3 天的第 12 届中缅边境经济贸

易交易会 9 日在缅甸边城木姐开幕。本

次交易会设标准展位 218 个，展品以资

源性产品、农产品为主，还增加了光学元

件、玉石成品、电力、电子、机电等高附加

值品种。近年来，缅甸政府高度重视对

华边境贸易和经济合作，木姐口岸是缅

甸重要的边境口岸之一。

美国50家银行今年倒闭

花旗集团近日宣布，将在全球范围内

进行 1.1 万人的裁员计划，以帮助节省至

多 11 亿美元的年度开支，而且，银行业是

此次裁员人数最多的部门。在欧美债务

危机的影响下，不少美国银行面临倒闭。

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发布的一项数据

显示，今年，美国共有 50 家银行倒闭。

不过，这一数字少于去年同期的 90 家。

俄罗斯首富布局中国电商

与以往依靠能源和垄断产业起家的

俄罗斯富豪不同，总身家超过 170 亿美

元的俄罗斯首富乌斯曼诺夫正重资布局

中国拟上市的电商公司。他认为，与其

继续追加投资那些高估值的美国互联网

公司，还不如瞄准更有增长性的中国科

技公司。不过此举是为了化解过于集中

的投资风险，并不意味着中国电商行业

整体融资环境短期内可以好转。

万向竞购美国A123成功

在获得中国国家发改委的批准后，

中国万向集团参与了美国新能源电池生

产商 A123 的公开招标出售，其对手包括

美国江森自控和新进入者日本 NEC 与

德国西门子。近日，美国媒体报道，万向

最终击败对手，赢得了这一竞购，收购价

格约为 2.5 亿美元。

独联体五国外交官

组建“上海俱乐部”

日前，为了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上海

合作组织相关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俄

罗斯与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

斯坦和乌克兰五国驻上海的外交官成立

了“俄通商务俱乐部”。俱乐部计划每年

轮流举办会员国的经济专场活动，同时

帮助会员国代表团赴沪与中国企业对

接，有效地推进中国中小企业和这些国

家之间的商贸往来。

（本报综合报道）

12 月 8 日，中国行业企业信息发布中心发布《中国饮料行业

运行状况分析报告》。报告称，我国饮料行业总产量已经从 2000

年的 1490.8 万吨，迅猛增长到 2011 年的 1.2 亿吨，年均增长率高

达 20.7%。这一年均增长率远高于同期国民经济和第二产业的

实际增速，表现出良好的发展能力。

本报记者 季春红 摄

服装出口负增长

外贸格局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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