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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家公司“采购”黄金
获93亿元增值税发票

根据税法规定，企业在销售货物时，需要给购
货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这部分税款对于销售
企业而言为“销项税”，需要向税务机关缴纳；对于
购货企业而言为“进项税”，可在缴纳增值税时，凭
销售企业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应纳税额。

2015年 11月，柳州、南京等地国税机关发现，
当地一些企业在抵扣税款时，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
票都来自厦门同一家黄金销售企业。

厦门警方调查发现，使用这家黄金销售企业开具
的增值税发票的牟利企业有166家，但他们在厦门的
黄金交易都是由居住在深圳的3人完成：郑某洽谈合
同，洪某领取增值税专用发票，郑某某领取黄金。

“在 5个月时间里，3名犯罪嫌疑人以全国 166
家企业的名义向厦门这家企业购买黄金，并领取了
93亿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专案组相关负责人说。

今年1月15日，厦门公安、国税部门在深圳、汕

头，抓获以郑某为首的12名犯罪嫌疑人，冻结涉案
银行账户284个，缴获公司印章、银行U盾等一批作
案工具。警方调查发现，这 166家企业的印章、网
银U盾、账户等都在犯罪团伙操控之下。显然，企
业对于犯罪团伙冒用自己名义签署黄金购销合同
是知情的。

专案组负责人说，犯罪团伙取得的 93亿多元
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抵扣13亿多元的税款。

犯罪利益链：犯罪团伙和逃税企业相勾结
在整个案件中，犯罪团伙支付了黄金货款和相

应的增值税，并领取黄金实物和增值税发票，黄金
交易是真实的。

犯罪团伙在购买黄金后，以包含增值税的价格
转手卖给个人消费者和一些不需开票的黄金加工
店，实现资金回笼。本案中，犯罪团伙的窝点位于
深圳水贝国际珠宝交易中心附近，这里遍布黄金批
发、零售、加工商贩。嫌犯洪某说，购买的黄金在这

里很容易就卖出去了，不用开发票。
犯罪团伙再以票面金额3%-11%的价格，将增值税

发票出售给票据中介和需要使用增值税发票的企业。
违法购买增值税发票的企业以票面金额 17%

的比例，到税务机关抵扣应纳增值税额，骗取国家
税收。比如，企业以票面金额 5%的价格购买了票
面金额1亿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成本为500万元，
却能够以票面金额17%的比例抵扣应纳税额，即实
际减少缴纳增值税1700万元，企业逃税1200万元。

2015年，利用黄金交易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件约占所有虚开发票案件的一半。

厦门市湖里区国税局稽查局副局长洪青平说，
这主要是因为黄金具有体积小、价值大、流动性好、
便于私下交易等特点，“比如，如果通过购置服装等
消费品来获得增值税发票，犯罪分子需要准备庞大
的仓储，也难以很快将这些库存转手销售。实物黄
金所需存储空间不大，价值不菲，还容易变现，这是
犯罪分子选择黄金的主要原因。” （据新华社）

201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初试期间，教育部接到举报，反映有考生收到个别科目部分试题及作答，立即报请
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公安机关目前已抓获刑满释放人员罗某某、李某某等主要犯罪嫌疑人及涉案培训机构相关犯罪嫌疑人，
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结案后将及时公布相关结果。

教育部要求相关考试管理机构和高校，对核查确定的作弊考生，一律按照相关规定严肃处理，取消本次考试所有科目成绩
和录取资格，社会考生通报所在单位按规定予以处理，在校生由所在高校按规定予以处理。 （据央视）

教育部：2016考研泄题案主要嫌犯已被抓
取消作弊者成绩

厦门特大“黄金票案”：93亿元黄金交易增值税发票虚开
166家企业逃税13亿元

厦门近日破获一起特大“黄金票案”：5个月时间，一个12人的犯罪团伙以全国166家公司名义，通过黄金交易取得近百亿
元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将这些发票倒卖牟利，涉嫌偷逃税款13亿元。

无土栽培 电脑控制 自动灌溉
得益于先进的温室栽培技术，绿油油的生菜、

鲜嫩的黄瓜、珠圆玉润的小番茄，对中国南极科考
队员来说，已不再是“奢侈品”。

“早晨起床后到蔬菜温室实验室，检查自控系
统是否正常，地面有没有漏水。早饭后，采摘蔬菜
并送到厨房，上午和下午检查看看是否有需要更换
的蔬菜，看情况播种新的种子⋯⋯”这是王征在南
极中山站培植蔬菜的一段日记。

王征说，蔬菜温室实验室是一个 16平方米的
房间，整个温室采用无土栽培技术，在电脑的控制
下，LED植物生长灯能根据蔬菜生长情况自动调节
照明时长；自动灌溉系统每隔一小时向水槽内注入
营养液；当房间湿度低于 70％时，加湿系统将向房
间内喷洒水雾。

在南极种菜 没有病虫害
“由于生长周期较短，容易培植，且产量大，中

山站主要培植的蔬菜是生菜、白菜和黄瓜。”王征
说。以黄瓜为例，一株黄瓜藤平均2天可以收获一
根黄瓜，如果种植20株，就能保证18名队员在越冬
期间每天都吃上新鲜黄瓜。

除此之外，还试种了辣椒、秋葵、西红柿和西
瓜，但产量太低，不算成功。因此，考察队员们吃得
最多的就是生菜，涮起来味道很不错。白菜炒了之
后量很少，所以主要是做汤。黄瓜舍不得生吃，主
要是切片和木耳一起做凉拌菜。

王征还说，在南极种植蔬菜还有一个好处，那
就是没有病虫害，不需要打农药。不过，“南极温
室”需靠日夜燃烧汽油加热来抵抗极地严寒，即便
如此，能耗仍比船运要低很多。

国外科考队员常来蹭饭
“因为是自己亲手培植的，所以我对蔬菜都非

常有感情。”王征说，有一次，厨师没有通知他，就私
自摘了黄瓜，让他很生气。

为此，吃饭的时候，王征就对大家强调，蔬菜的
采摘有严格的标准，否则会造成资源浪费。例如，
白菜和生菜要长到 15厘米以上才能采摘，否则会
影响生长。黄瓜则要长到 15厘米左右就采摘，否
则是浪费。如果超过了 15厘米还不采摘，会影响
其他黄瓜的正常生长。

蔬菜的培植成功，使得考察队员们的伙食有了
一定改善，对队员们提高体质也有帮助。另外，空
闲的时候，从外面的冰天雪地里回来，能够看到一
屋子的绿色蔬菜，那是一种极大的享受，在蔬菜温
室实验室坐坐，听听音乐可以放松心情。

“在南极一天做四顿饭。”王征说，南极食物全
靠外来运输，肉类居多，蔬菜很缺乏，中山站成功培
植了蔬菜，让很多国外的科考队员羡慕不已。因
此，他们常来中山站蹭饭。

“南极可自产蔬菜意味着这个国家在南极健康
生存能力走到了世界前列，可以大大延长人类在南
极的健康居住时间。”国家极地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余万霰说。

据了解，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多国南极
科考站，都有专门的植物培植设施，比如美国麦克摩
多站设有一个室内无土水培花园；澳大利亚皇家科
学院驻南极凯西科考站有蔬菜培育暖房；韩国的世
宗王站内有一个室内菜园。 （综合江西日报报道）

这是一个中国医生在南极种菜的故事这是一个中国医生在南极种菜的故事
王征，江西省上饶市人民医院骨科医生。2014年10月30日，他受国家海洋局邀请，从上海出发，乘雪龙号远赴南极参加第

31次国家南极科考任务(即中山站越冬任务)。在中国南极考察中山站，他不仅给考察队员们看病，还成功培植了蔬菜。
新鲜蔬菜的供应一直是困扰我国南极科考的“老大难”问题，特别是中山站，一年所需的蔬菜仅靠“雪龙”号从国内和澳大利亚

等途经国家补给，不仅成本高，而且储存时间有限。当南极进入漫长的冬季，科考队员只能依靠大白菜等几种有限的蔬菜越冬。

王征

中山站蔬菜温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