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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的传统图案表明．这是世界上最为广泛保

有的货币之一。20世纪初期以来，它虽时有变化，但

基本图案却维持未变。

最近一次重要的改变，是在】957年及其以后发

行的美钞背面上方，增加了“我们信奉上帝”的格言；

有关美钞的防伪措施，在90年代之前，主要采

取如下若干措施。
’

’

】、纸张。采用棉纱和亚麻等作为原料，制造成优

质的印制美钞，的纸张‘，使其具有结实、柔韧的触感。

美钞上无水印。

2、雕刻印刷。由高明技师在钢板捌E刻图隶并
用凹板印刷，使新钞票具有浮雕的触感。

3、联邦储备银行印鉴。在英钞正面理侧的英国

联邦储备银行印鉴内标明发行本钞票联邦储备银行

所在地的地名和所属的州名。印鉴中心的英文字母

与本钞正面所印的钞票编号号码的首位英文字母相

同。
’

4、钞票的编号。位于美钞正面右上侧和左下侧

的钞票号码均为醒目、的字体。相互问保持均匀的间

距。套印的号码油墨颜色与右侧的美国财政部印鉴

的颜色相同。所有莫钞没有相同编号号码。面值相同

的英钞，其编号也不相同。

5、边缘：美钞d々．丘面边缘均由精细的条纹和花

边以及清晰、连续且不间断的网状图案构成。

6、纤维。使用微细的红色和蓝色纤维嵌入纸币

中。
·

7、面值。在美钞正面的四角所标明的本钞票的

面值与在右侧的财政部印鉴上的钞票面值相同。

8、财政部印鉴。套印在美钞正面右侧的美国财

政部印鉴外周呈锯齿状的锐角尖头．清晰“不间断a

该印鉴的颜色与钞票两侧的编号号码颜色相同。

9、肖像：由精细屏幕背景构成清晰、逼真的人枷

肖像。 c，
，

10、防伪丝状带。在有关钞票正面．联邦储备银

‘行印鉴的往侧嵌入一种聚脂长条防伪丝状带．该条

状带沿垂直右向，从上到下重复出现“美国50或美

国i00”(uSA’50或uSAl00)与本钞票面值相同的

字样。只要将这些1990年面值为50美元和100美

元的新钞票受疲在灯光下，就可清楚读出有关防伪

丝状带上龟!!『文字。但在复印机的反光镜下．则无法复

，出观防伪丝状带及其印制的字样。

．】1、缩微印制。在1990平面值为50莫元和100

共元钞票正面中央的肖像边溶重复出现由缩微印制

的英利坚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争样，由千其英文字母非常小．如果没有

放大镜就无法辨认清楚。对此使用特殊的复印机鹄

无法复审：成功。如由肉眼看来，有关印刷字条就只像

．是围绕肖像周围的另外一条线。



固囤僭困
农学家们正在致力培植无毒木薯，以拯救干旱的非洲。

4、人类可在梦幻世界邀游舒适地躺在沙发上在

幻想的天地里自由翱翔——这种活动能为平日拼命工

作的人尽快除去疲劳。戴上数据眼镜，联接在紧身衣上

的传感器及时将电脑世界里的幻想画面传给躺在沙发

上的。顾客，令其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1

5、交通畅通无阻没有交通阻塞．这是所有汽车

驾驶者的梦想，这种梦想将在下个世纪确为现实，大型

中央控制电脑将控制交通流量。假如某个人想拜访住

在城市另一头的友人，他只需按一下家中电脑的某个

键。片刻功夫，一辆磁性悬浮车就会停在家门口，该车

轨道遍及城市四方，通过龟脑，悬浮车将以最快的速

度．走最佳路线将他送至目的地。

6、集成块助你一生便利现在人们使用的手提包

中，钥匙、护照、纸张等占据了大部分空闯。这种情况将

来肯定会改变。，一张小小的塑料卡片将代替。切：开

门i付帐、当作证件向警察出示等等。这张卡片的内部

有～个微型集成块，它能按使用者的要求设计程序，并

·36·

犯哭晒忽
金碧辉煌“亚明’’光

首届东亚运动会主会场虹口体育场内，工人们夜

以继EJ地装点着290套金属卤化物灯和镝灯。这是具

有70年历症的上海亚明灯泡厂2200名职工奉献给东

亚运的一片赤诚之心。
7

，’

亚明灯泡厂是中国人开办的第一家灯泡厂，经过

几代员工的努力，目前已经能够生产58个品种，300

多个规格的电光源及配套产品，是中国最大的电光源

产品生产基地和出口基地之一。 ．

该厂技术力量雄厚，传统的普通照明灯泡生产历

史悠久，质量上乘j获得国家银质奖和上海市优质出口

商品奖；第二代电光源高压贡灯获国家轻工部优质产

品奖；第三代电光源高压钠灯和金属卤化物灯获国家

金质奖。 ．

上海亚明灯泡厂热忱欢迎各地客商去他们厂作

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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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问：城市房地产税是如何规定的? ； ’

I 答：城市房地产税是以城镇中的房屋、土地为征税对———————_象，按照房价、地价向房地产所有人征收的一种税。房产
税依照房产原值一次减除20％后的余值计算缴纳， 息、股息、红利所得； (5)财产租赁所得；
税率为1．2％。每半年征收一次。外商投资企业使 (6)经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确定征税的其他
用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已由有关部门征收土所得。
地使用费，因此石再征收地产税。 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居住或者居住不满

问：车船使用牌照税是如何计税的? ， 一年的个人，只就从中国境内取得的所得缴纳个
答：车船使用牌照税是对机动车、船，按照种人所得税I～在中华入民共和国境内居住满一年，

类、大小、载重量及使用性质，实行定额征收的一但末超过5年的个人，英从中国境外取得的所
种税。 ．

t 得，只就汇到中国的部分缴纳个人所得税；居住
凡在中国境内拥有并使用机动车的企业和外籍超过5年，从第6年起，应当就从中国境外取得的

人员，应按车船的类别和用途适用不同的税额。乘全部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人汽车每辆每年税额320元，载货汽车每吨每年税 下列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不论支付地点
额60元，二轮摩托车每辆每年60元，三轮摩托车每是否在中国境内，都应当按照税法规定纳税：
辆每年80元。鉴于机动船舶已由海关征收吨税，因 (1)个人在中国境内工作，提供劳务所得，

此不再征收车船使用牌照税。 (2)个人从中国境内取得的股息、红利；．(3)．
问：哪些个人和哪些所得要缴纳个人所得税? 个人从中国境内取得的特许权使用费、利垦和出
答：外籍人员、港澳台胞的下列各项所得，应租中国境内财产的租金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当缴纳个人所得税： (1)工资、薪金所得， (2) 确定征税的其他所得。
劳务报酬所得I (3)特许权使用费所得l (4)利 岩辑

涉外税



国 1993·5·3·



第一篇
概 述



第一章公司现状

大连海运公司经过38年的演变和发展，现已成为辽宁省、大连

市规模最大的地方国营海运企业，荣获交通部质量管理奖，晋升为
国家二级企业。 ，

1990年，公司有职工1 440人。其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279
人，专业管理干部244人。拥有各类船舶22艘，总载重量85770吨，

除担负国内货运和大连至长海县的客运外，还经营外贸货运业务，

船舶通航香港、日本、苏联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港口。1990
年公司收入6000万元，实现利润800万元，创汇5500万外汇人民

币。是大连市非贸易创汇大户。

公司下属8个基层单位：有能修造千吨级船舶的凌水船厂；年

吞吐能力为46万吨，可停靠5000吨以下船舶的香炉礁港务公司码

头；有在海南省和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组建的连昌海运公司、海荣
船务公司、海运经贸公司、合资企业宝利达工艺绣品有限公司；有劳

动服务公司和科技服务公司。初步形成以总公司为“龙头”，以南北

为“两翼”，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大、中、小型船舶并存，沿海、近洋并
举，港、航、工、贸配套发展的立体型集团公司的新格局。

公司全体职工发扬“同舟共济，振兴海运”的企业精神，强化基

础管理，全面提高企业素质。1989年荣获辽宁省先进企业、交通部

质量管理奖。1990年通过交通部国家级企业评审，公司一跃成为全
国地方水运系统的国家级企业。 ·

第二章 公司初创时期

大连海运公司的前身是大连民船运输公司(简称民船公司)。民



船公司是经交通部批准，成立于1952年4月23日，隶属北洋区海

运管理局领导，有职工64人。其主要任务：一是代理地方民间木帆

船 、小型轮船和外籍船舶的运输业务；二是贯彻执行“三统”(统一

货源、统一运价、统一调配)政策；三是代理大连至长海县的客运业

务。

民船公司初期，社会上从事沿海运输的个体木帆船932只，载

重量15198吨。在国营运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是当时大连城乡物

资交流的重要运输力量。但由于运输管理机构不健全，缺乏组织领

导，运输市场秩序混乱。民船公司组建后，贯彻执行“三统”政策，充

分发挥木帆船的运输能力，在政府有关部门干预下，取缔了“黄牛船

行’’(私营代理店)，废除了封建把头的中间剥削，普遍建立了民主管

理组织，消除了互相争夺货源，任意抬高运价的混乱局面，逐步整顿

了运输市场。将多数木帆船统一调配在四个地区参加运输，即石河

(包括金县、复县)长海县、皮口和大连市区。主要承运海盐、芒硝、粮

食、煤炭、粘土、砂石、水产品、杂货等。

为解决大连至长海县海上客运，‘北洋区海运管理局开辟了大连

至长海县客运航线，配备140马力木制客轮“烟海10”号，客位98

人，时速6海里，班期4天，大连港始发，途经广鹿岛、大、小长山岛、

獐子岛，终到港海洋岛。1953年4月，“烟海10”号客轮隶属旅大市

公用局领导，仍由民船公司代管。

1 953年春，经过民主改革，正确处理劳资关系，大多数木帆船

主在统一组织下，保证了经营收入，并开始走向集体化。从此，全市

的木帆船及小型轮船的地方沿海运输任务，逐步纳入国家运输计划

的轨道。

当年5月，北洋区海运局撤销，民船公司移交大连港务局领导，

改组成大连区民船公司，下属安东、营口2个分公司，增加木帆船

90只，载重量2091吨，至此，木帆船总计81 8只，载重量l 6889吨。

民船公司除代理木帆船运输外，还代理小型货轮20艘，载重

2097吨。其中，国营船舶11艘，载重1 032吨；合作化船舶3艘，载



重205吨；私营船舶4艘，载重360吨；朝鲜籍船舶2艘，载重500

吨。

当年1 1月，为发挥地方政府对沿海运输的领导作用，大连港务

局经交通部海运管理总局批示，将大连区民船运输公司移交旅大市

公用局领导。同时，将民船公司所属安东、营口分公司、石河办事处、

皮口、复州湾运输站交归辽东省人民政府管辖。市政府在接管民船

公司的基础上，筹建旅大航运公司。

．1954年2月25日，在民船公司基础上成立了旅大航运公司，

仍隶属于旅大市公用局领导。地址：斯大林路．121号。其主要任务：

一、经营管理大连沿海国营船舶客、货运输；

二、代理木帆船运输业务，贯彻执行“三统”政策；

三、行使对各自然港口和船舶的管理检验职能。

根据“地方国营海运企业主要为沿海地区运输服务"的经营方

针，除代理木帆船从事沿海运输外，开始发展国营船舶运力，除原由

民船公司交给市公用局l艘木质小型货轮外，从水产公司接收4艘

木质小型货轮，买私营木质货轮2艘，从天津塘沽接来l艘旧木质

货轮，共计有货轮8艘，载重量1 060吨，这是大连地方海运第一批

国营船舶。这些船舶船龄老，航速慢，设备陈旧，抗风能力弱，均为

80至200马力的火头机。在当年完成的货运量和周转量，国营船舶

仅占。3．6％和l 4．2％，90％以上的运输任务，还得靠集体和个体木

帆船承担。

航运公司成立不久，为搞好与山东、河北两省海运协作，倡议在

大连召开了首次辽、鲁、冀三省业务联席会议，有青岛海运局、’河北

海运处和旅大航运公司主要领导参加，就船舶调度、货载搭配、通讯

联系、燃物料供应和财务结算办法等事项签定了协作合同，并确定

了联席会议制度。三省会议后渤海湾运输形成了一个整体。这一经

验受到交通部的重视和支持，后来又逐步发展成为冀、鲁、辽、苏四

省港、航协作联席会，业务内容也有所增加，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各方

的业务联系。
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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