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示：随着成品油零售价格

持续走高，不少违法分子顶风作

案，干起了非法销售成品油的“买

卖”。记者在我国多地采访发现，

俗称“自流黑”（自有油罐车、流动

非法加油车、黑加油站点）的加油

站，每年造成超过百亿元的税收

流失。业内专家建议，应高度重视

非法成品油销售的安全、环保、税

收流失等问题，调动公安、消防、

工商、税务、海关、质监等多部门

力量，加快形成成品油市场从“入

口”到“销售端”的全链条监控，挽

回巨大税收损失，筑起青山绿水

的“环保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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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价“四连涨”、食品价格涨幅

连续 4 个月扩大、CPI 涨幅创近 7

个月新高……近期，与居民生活密

切相关的物价有所上涨，引起了社

会上的一些疑虑：物价涨幅为何持

续扩大？通胀来了吗？CPI 会涨破

3%吗？专家指出，当前 CPI 涨幅扩

大的因素主要是一些季节性的短

期因素，这些因素在未来几个月很

难给价格上涨带来压力，物价并不

具备大幅上涨的基础，全年 CPI 涨

幅控制在 3%以内问题不大。

菜肉价格季节性上涨
农业农村部 10 月 19 日发布

的数据显示，三季度，“菜篮子”产

品、猪肉价格均持续上涨，9月份，

农业农村部监测的 28 种蔬菜全国

平均批发价每公斤 4.32 元，环比涨

8.8%；全国猪肉批发均价每公斤

19.99 元，环比涨 4.8%，比 7月份涨

15.2%。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副院长赵锡军分析，今年三季度蔬

菜价格整体呈现季节性上涨的走

势，7 月份环比、同比分别上涨

1.7%和 3.8%，8 月份二者涨幅扩大

到 9.0%和 4.3%，9 月份进一步扩

大到 9.8%和 14.6%。从原因来看，

主要还是受今年大范围高温和台

风、强降水天气等不利天气因素影

响。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经济信息

司司长唐珂指出，三季度全国猪肉

均价也呈季节性上涨趋势，但国

庆、中秋两节过后小幅下跌。据监

测，8 月份全国猪肉批发均价为每

公斤 19.08 元，环比涨 10%，同比

低 5.4%；9 月份每公斤 19.99 元，

环比涨 4.8%，涨幅明显收窄，同比

低 2.4%。10 月 1 至 7日，每公斤

20.04 元，环比跌 0.5%，已经连续

两周小幅下跌，同比低 2.7%。

菜肉等食品价格的上涨成为 9

月份CPI 上涨的重要推手。国家统

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绳国庆介

绍，食品价格上涨 2.4%，影响 CPI

上涨约 0.46个百分点。

核心CPI 处近两年低位
摩根士丹利近日发布的报告

指出，9 月中国 CPI 同比涨幅扩大

主要受食品价格上涨的带动，当月

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3.6%，涨幅较 8

月扩大 1.9 个百分点。剔除食品和

能源以外的核心CPI 上涨 1.7%，处

于近两年的低位，8 月份这一涨幅

为 2%。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9 月份

非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2.2%，涨幅较

上月回落 0.3 个百分点。其中，除了

居住类、燃油类、交通和通信价格

涨幅扩大以外，其他主要非食品价

格同比涨幅均收窄。9月医疗保健、

教育文化和娱乐、衣着以及其他用

品和服务分别上涨 2.7%、2.2%、

1.2%、0.7%，涨幅分别比上月回落

1.6、0.4、0.1 和 0.5 个百分点。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

指出，今年 5月之后 CPI 涨幅持续

上升，主要是食品价格和原油价格

拉动，然而核心 CPI 涨幅并未明显

上升，9月反而明显下降。因此，目

前物价运行整体稳定，不存在通胀

压力。

从前三季度整体来看，国家统

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 10 月 19

日也表示，居民消费价格前三季度

上涨 2.1%，涨幅比上半年略微扩大

了 0.1 个百分点。但是如果扣除食

品和能源之后，核心 CPI 前三季度

上涨了 2.0%，和上半年持平，价格

比较平稳。

全年在3%内问题不大
赵锡军认为，当前 CPI 涨幅扩

大的因素主要是一些季节性的短

期因素，这些因素在未来几个月很

难给价格上涨带来压力，物价并不

具备大幅上涨的基础。未来，除非

出现一些新的情况，物价会保持一

个相对平稳的状态，全年 CPI 涨幅

控制在 3%以内问题不大。

国家发改委市场和价格研究

所研究员郭丽岩表示，“我们对过

去 8 年做的系统性分析发现，9 月

份肉菜价格略高，10月通常会有一

定幅度下降，呈现一种季节性周期

性规律。关于油价，当前不确定性

因素主要是国际原油价格，但就国

内来说，通过稳定供给、保障价格，

成品油油价上涨对老百姓衣食住

行的影响基本上可控。我国以前在

应对国际油价持续高涨带来的输

入性压力增大的过程中，积累了不

少有效做法，比如保障民生类燃料

用油、对基础设施行业保供稳价

等，这些都能在未来应对油价变化

当中发挥作用。”

毛盛勇指出，从非食品因素来

看，中国整体供给能力比较充裕，

工业消费品供过于求的局面短期

不会改变，服务消费的价格也呈现

温和上涨态势，非食品的价格从未

来几个月来看还是有平稳运行的

基础。再加上当前货币政策是稳健

中性的，综合来看，CPI 有条件保持

温和上涨趋势，价格不会出现明显

上涨。 据新华网

长期以来，我国各地对成品油市

场的“环保督查”力度远不及对土壤、

水源、固体废弃物污染的督查力度，

而非法成品油在加工、批发、销售、使

用的整个链条存在监管“薄弱地带”。

广西公安系统的调查显示，广西

全区各地市均有各种类型非法油品

经营乱象，均为无资质经营销售排放

严重超标的低劣油品。记者在玉林、

北海、钦州、梧州、防城港等多个地方

暗访发现，自建加油罐、改装油罐车、

黑油站在大大小小的街面上公然揽

客。

在最近多部门联合打击过程中，

广西藤县和平新镇新开业的石桥加

油站被发现无营业执照、零售许可

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等相关资

质，其销售油品连国三油品标准都达

不到，油品硫含量达 198mg/kg。

我国车用柴油国五标准明确硫

含量不能超 10mg/kg，内蒙古在 5

个盟市抽查了 56 个非法油样本，40

个样本硫含量超过国家标准。广西查

获非法油品中，硫含量平均超过国家

标 准 50 倍 以 上 ， 最 高 达 到

5900mg/kg多，远超国家标准。

柴油中的硫会在燃烧后变成二

氧化硫，在大气中与水蒸气等混合，

生成“酸雨”，严重威胁当地的环境质

量。

江苏省环保厅大气环境管理处

处长刘晓蕾说：“从近几年的监测记

录来看，江苏省降水酸度和酸雨酸度

仍有所增加，大气环境治理面临更复

杂、更深层的问题。”

从目前我国各地环保督查的角

度来看，对土壤、水源等污染源的调

查力度较大，但对低空排放污染气体

督查力度不足，大量劣质非法成品油

在城乡基层销售，硫化污染物排放到

空气中，最贴近城乡居民生活的车辆

尾气污染问题没有得到充分重视。

追逐暴利加剧“黑油”泛滥
不法分子追逐非法暴利是低价

劣质成品油在我国各地疯狂销售的

核心原因。

记者在呼和浩特市郊区看到，破

旧厂房是“黑加油”的通道，使用的往

往是从正规加油站淘汰的旧加油机，

每个只需要 1000—2000元 ，储油罐

大部分是从废旧物资交易市场采购

的。高额利润是“黑加油”层出不穷的

关键。

我国各地相继出现民营加油站

零售价格与成本价格“倒挂”的状态。

2018 年 6 月，广西北海 0 号柴油批

发均价为 6900 元 / 吨，按照密度

0.85 折算加上吨油费用，批发成本为

6.12 元 / 升，中石化的零售价格为

7.11 元 / 升，但当地社会加油站零售

价格为 6.1 元 / 升至 6.5 元 / 升，零

售价与成本价“倒挂”的价差幅度高

达 0.6—1元 / 升。

到 2018 年 6月底，内蒙古地区

社会加油站达到 1421 座，与中石油

650 元 / 吨的平均成本价差相比，绝

大多数民营加油站处于价格倒挂状

态，汽油叠

加 优 惠

650 元 /

吨以上站

点 960 座，

占比 68%，

最高降价

3100 元 /

吨，柴油叠

加 优 惠

650 元 /

吨以上站

点 890 座，

占比 63%，

最高降价

2520元 / 吨。

中石化江苏分公司零售中心副

经理郁岳麒介绍称，徐州、淮安、连云

港等靠近山东地炼的地区，市场价格

严重扭曲，徐州就有超过 16 座加油

站的零售价格低于 4.8 元 / 升，其日

均销量约为 187 吨。按实际售价和正

常成本计算，每座加油站每天要亏损

近 5.5 万元，而其盈利的“秘密”就是

销售非法的低价油甚至劣质油。

柳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支队长

张峰介绍称，广东、山东等地的地炼

企业批发售油普遍存在“装车价”，即

不开发票的批发价格。5-6月，“装车

价”比正常开票价低 1500-2000 元 /

吨。

中石化梧州公司经理蒙方健说：

“这意味着地炼企业和销售终端正在

用低价劣质的非法成品油，与正规纳

税销售合格成品油的大型国有企业

争夺市场。”

黑油产业链
导致税收损失超百亿元
记者采访发现，导致地炼企业、

销售终端能够在零售与成本“严重倒

挂”情况下，仍然能够赚取高额利润

的关键，就在于通过一整套“逃税链

条”，使“两不开票”交易的成品油流

向市场，利用国家税收监管漏洞牟取

暴利。

税收、公安、检察院领域的专业

人士透露，此类企业的操作主要有两

种模式：一是部分地炼企业直接对外

接单，以无票价格向民营加油站销售

油品，“额外利润”由地炼企业和民营

加油站双方按比例瓜分。二是贸易公

司“倒票”“倒油”，地炼企业为规避税

务风险，由贸易公司购入带票油品，

在分销时把油品以无票价格卖给民

营加油站，同时把发票卖给物流等用

油企业，用来提高用油企业的账面经

营成本，从而减少账面利润和应税

额，“额外利润”由贸易公司、民营加

油站、用油企业三方按比例瓜分。直

接减少缴纳消费税，或通过压低企业

账面利润，达到间接减少缴纳增值税

和企业所得税的目的，所减少的应缴

税额即成“额外利润”。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贸易

公司、地炼企业通过微信群、QQ群等

方式，每天汇总地炼企业的“装车

价”，形成一条由地炼企业、贸易公

司、民营加油站、用油企业等组成的

地下交易产业链，严重扰乱成品油市

场秩序，给国家和地方造成大量税收

损失。

据估算，徐州、淮安、连云港三地

去年成品油不开票交易规模达 30 万

吨，交易额约 15 亿元，造成的税收损

失可达数亿元。

中石油、中石化根据市场情况研

判的数据表明，2016 年全广西成品

油销售约 1060 亿元，入库税收为 26

亿元，但非法成品油销售对正规油品

冲击巨大，预计为 16 万吨，税收损失

总额超过 3.3 亿元。2017 年，按目前

柴油 6.81 元 / 升、50 万吨 / 年的非

法成品油冲销状况计算，2017 年广

西全区每年因此流失的税收达到约

13.6 亿元。

业内人士坦言，由于整体销量

有限，广西、内蒙古等地区的税收损

失还仅仅是冰山一角，如果按照全国

范围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等大型

国企和规范民营企业的口径统计，地

下黑油站整条产业链每年给我国税

收造成的损失将超过百亿元。

通过“变票”偷逃巨额税款
地炼企业、民营加油站、用油企

业利用税收体制改革后的“监管漏

洞”，采用大量进口原油及其衍生品、

少量正规销售的方式，形成了“一条

龙”式的成品油销售体系，大幅度偷

逃国家税收。

中石化、财政、税务、民营企业的

相关人士向记者坦陈了“漏斗式”地

炼“变票”的方式：消费税、增值税和

企业所得税是我国成品油生产经营

企业涉及的三大主要税种，但消费税

只在生产、加工、进口的初始环节征

收，消费税征收情况可以影响增值税

和企业所得税的核算。

多位从事财政科学研究的专家

学者、公安机关办案人员、检察机关

人员分析认为，成品油和燃料油都需

要征收消费税，原油不需要。这就意

味着地方炼油企业可以直接大量进

口原油，但加工、销售环节大幅度减

少成品油出厂量，转为地下营销方

式，这就成功躲避了大量税收。

比如石脑油既是成品油的一种

原料，也可做化工原料。若石脑油以

成品油的形式消费，必须缴纳消费

税；若其作为生产乙烯、芳烃的原料

就可免征消费税。

一家地方炼油企业明确表示，地

炼企业挂靠乙烯或芳烃生产企业名

下，以生产乙烯或芳烃的名义在税务

部门备案，获取“先征后返”的消费

税。消费税又属于价内税（税金包含

在商品售价内），即使成品油以较低

的无票价格销售，售价中实际仍含有

部分消费税，地炼企业售油后可再次

获得这部分资金。

柳州市柳北区检察院在 2018 年

起诉一个涉案金额高达 1.8 亿元人民

币的非法成品油犯罪团伙，犯罪分子

的上游地炼企业，就是通过大量“变

票”从海外进口走私油，在珠三角一

带工业园区进行加工。

这种“变票”操作能够漏缴大量

税款，在暴利驱使下部分地炼企业不

惜铤而走险。

从税收结构上看，2009 年和

2015 年两次提高成品油消费税之

后，消费税占炼油企业需缴纳税费总

额的比重超过 90%，进一步刺激部分

地炼企业“变票避税”的需求。

柳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支

队长张峰坦言，油价高时，部分地炼

企业可与照章纳税的主营炼厂拉开

2000 元 / 吨的价格差距，为后续的

成品油地下产业链创造了巨大的利

益空间。

安全隐患一触即发
一方面是大量非法成品油流入

零售终端市场，造成国家巨额税收流

失；另一方面，非法成品油销售的各

种窝点、非法改装油罐车存在巨大的

安全隐患。

桂林兴安县百里一带不过 20多

公里国道上，只有两个中石化、中石

油的规范加油站，但两旁非法油罐

车、黑加油点多达 12个。在距离梧州

市五岔路口的中石化莲花山加油站

不到 200 米的梧州市龙雅化工石油

贸易有限公司门口，就停留非法改装

的厢式油罐车。

安监部门负责人介绍称，非法窝

点、非法加油站、非法改装的车辆，均

为“三无”状态，无防雷防静电措施，

无消防器材，安全隐患巨大。

北海、钦州、玉林的非法窝点油

罐安放在室内，封闭空间一旦油气混

合比达到临界状态，就会发生爆炸。

中石化、中石油北海分公司的调

查表明，估计北海市（含合浦县）区域

内的黑窝点有 350—400 个，黑油车

200 辆。

成品油非法经营场所分为“固定

加油点”和“流动加油车”，“固定加油

点”大多设在人员密集的居民区或渔

港内；“流动加油车”则是将厢式货车

改装为油罐车，到大街小巷上“流窜

加油”。

记者暗访 20 多个非法窝点发

现，一些窝点储藏及加油设备陈旧老

化，多用废弃罐体来存储油品，未做

任何防雷防静电措施，现场没有任何

消防器材，一旦发生火灾，很容易因

为缺乏应对能力，造成重大群死群伤

事故。

业内人士坦言，成品油不开票交

易让大量成品油成为“黑油”，正常的

税务、安全等监管手段难以覆盖，贸

易公司为规避监管排查，往往选择把

大量油品销售给不具备经营资质的

“自流黑”，导致这些非法加油点因长

期存在较大获利空间而屡禁不绝。同

时，这些非法加油点设备简陋，缺乏

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经营者缺少安

全意识和安全技能，极易发生安全事

故。

用“大数据”+“区块链”
完善监管
中石油销售部门负责人以及公

安、环保系统干部建议，环保“风暴”

应全面整合环保、工商、税务、征信、

公安、消防等多部门力量，对屡屡突

破“环保底线”“偷逃税款”“安全隐患

严重”的非法成品油市场进行综合打

击，对油品形成全链条监控。

强化针对“非法成品油”的环保

督查力度，对各地范围内的非法成品

油生产、销售、消费全面排查，掌握基

本情况，层层落实政策，要求地方政

府形成“网格化”的气体污染排查力

度。

整合多部门分管的“监控数据”，

全面掌控“进口”和“出口”。目前地炼

企业、成品油运输车、仓库、国有及民

营加油站均有监控摄像头，危险品运

输车还有 GPS 定位追踪，但进行监

控、摄像头采集的部门众多，包括安

监、消防、公安等，各个部门数据之间

无法横向调取。应加快推动“大数据”

的横向调取能力，全面监控整条产业

链上“进出”的产品，以充分掌握炼油

企业的动向。

规范地炼企业销售行为，从源头

制止不开票油品流出，明确地炼企业

出油率，高度关注低于正常出油率的

企业，将其列为抽查对象。要求地炼

企业严格遵守资金单据、销售单据、

开票单据、提货单据“四单”匹配原

则，做到四个单据名称一致；严格执

行国家税务总局成品油消费税新政，

规范开票、退税流程。由于地炼企业

逃避税收的方式是大幅度降低出油

率，建议对地炼企业设置“出油率门

槛”，对低于这一门槛的企业加大缉

查力度，查清其产品流向，避免以次

充好的情况出现。

用“区块链”思维构建炼油企业

的“供应链”，交互印证企业各种产品

的真实性，将产、销、供、用黑油的企

业、个人纳入征信体系，形成“黑名

单”，最大限度形成威慑力。

区块链问题专家、银保监会柳州

监管分局局长吴剑认为，地炼企业、

运输企业、仓储、零售终端及用油企

业相互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网络结

构”，通过区块链技术嵌入的方式，能

够最大限度地覆盖产业链中的每一

个环节，也就最大限度避免炼油企业

偷逃税款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充分利用央行建设的

“企业及个人征信平台”，将主动销售

黑油、购买黑油的企业及个人信用纳

入其中，形成完整的“征信证据链”，

对产、供、销“自流黑”油品的企业进

行“信用降级”，形成“不敢买，不敢

售，不敢用，不敢炼”的监督打击体

系。 据新华网

“黑油”流淌在环保督查之外
每年百亿元税收流失

物价不具备大幅上涨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