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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橙县（2022年6月12日）- 美西南
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SW-CSSA）与加州大
学尔湾分校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UCI-
CSSA）联合主办的年度"南加州职业发展峰
会"6月 11日下午在圣塔安娜市举行。这是
一场专属于服务美西南地区各大学的中国
留学生群体的职业发展峰会。峰会的主办
机构提供了与招聘企业人力资源负责人的
直接交流；企业宣讲；现场提供模拟面试与
简历修改等帮助自我提升服务等环节。受
到了当天到场的数百位留学生们的欢迎。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教育组曹乾、王群、
杨丽君三位领事应邀参加了当天的峰会。

据美西南学联主席钱天慧介绍，此次的
2022年南加职业发展峰会获得了来自于 40
多个院校中国留学生联谊会的支持。多年
以来，中国留学生联谊会（CSSA）作为一个由
留学生成立并独立运作的组织，一直坚持帮
助并支持海外中国留学生。因为在远离家
乡、远离熟悉环境的情况下，留学生们能够
自发团结起来帮助彼此，形成了一个在校园
里、乃至社会上都颇具影响力的队伍！这也

是让我非常自豪的一点！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中国学生学者联谊

会（UCI-CSSA）主席徐镐喆表示，本次活动
也是意在为加州所有毕业生在毕业季期间
提供一个就业应聘的平台。这次作为本年
度职业发展峰会的联合主办方，学联团队做
了大量的筹备工作，包括寻找场地、寻找优
质企业、策划、宣传、以及现场服务团队的安
排等环节。

据了解，这也是由近40所大学中国学生
学者联谊会组成的美西南学联在疫情后的
第一次大型线下活动。考虑到南加州地区
地域较广，为了解决留学生的交通问题，峰
会主办方为距离较远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
校、南加州大学以及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同
学们安排了贴心的巴士接送服务。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中国学生学者联谊
会（UCR-CSSA)主席张诗曼介绍说，当天有
近 30名同学乘坐峰会安排的大巴来到峰会
现场。

参加当天峰会并提供工作、实习岗位的
有近 50家企业，包括波音、Tesla、Intellipro、

Weee!、招商银行、网易互娱、留学生网、美
团、京东、联想等知名美国当地以及来自中
国的公司。

据在当天现场的波音公司Tony Torng博
士介绍，这次为参加峰会的中国留学生提供
了近 20个在南加州地区的暑期实习机会。
他同时表示，已经收到了不少简历，都非常
优秀。

成立于 1951年的Fragomen律师事务所
是世界领先的专注于出入境及移民服务的
提供商，他们虽然没有在当地的招聘岗位，
但是仍然派出代表参加企业宣讲并介绍公
司在中国多个城市事务所的招聘意向。

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国际物流公司
XChang的人力资源、财务以及运营的三位负
责人当天就在招聘台前逐一回答前来咨询
的留学生，他们表示这个峰会为他们提供了
招聘优质人才的机会。

提供留学全过程服务的北美留学生网
正在稳步扩张西海岸的服务区域，当天代表
出席招聘会的庄承豪就是前几年参加职业
发展峰会时获得了现在的工作岗位。

参加当天活动的留学生们也留意到同
校的留学生有些也坐在招聘台后，解释招聘
岗位并接收简历。来自加州大学圣塔芭芭
拉分校（UCSB)的赵松林，他当天就在现场为
中国国内企业美团介绍招聘岗位并接收有
意向的留学生的简历。加州州立大学长滩
分校(CSULB)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谢
心语也在现场为中国企业吉利控股介绍招
聘岗位并接收简历。原来是国内的企业对
这个峰会有相当的认知和认可，虽然不能派
人到现场，仍委托美西南学联帮助委派代表
代表公司接收简历。

本次职业发展峰会为在校留学生与当
地企业、华人搭建了一个更好的互相了解的
平台，通过参加峰会让留学生拥有更多的经
验和资源去寻找理想的工作，更好的为 未来
做打算。现场的企业宣讲活动，在寻找工作
机会的同时，可以了解到感兴趣公司和行业
的最新发展动态。峰会与留学生的职业发
展规划息息相关，受到了留学生的追捧，从
开始到结束，前来参加峰会的留学生络绎不
绝。

南加州职业发展峰会 携手知名企业服务美西南地区中国留学生群体

演讲时间: 2022年 7月 9日 (周六），
上午10:00 –12:00（美东时间）

演讲标题：许教授谈谪仙人
演讲嘉宾：
【华府诗友社】前社长 许翼云
主办单位：【华府诗友社】
Zoom 链 接 ：https://us02web.zoom.us/j/

4186786202?pwd=
WFNqTC90dmtXcVNuQjYwTG9kdmpEZz09

Zoom ID： 418 678 6202，密 码 ：
DCCPS

联 系 方 式 ：陈 艺 虹 240- 381- 4379，
yihongchen2013@gmail.com

雷 俊 毅 484- 683- 1313，

dcpoetrysociety@gmail.com
您知道为何天下文下皆称文曲星下凡，

唯有李白被公认为“谪仙人”吗？您知道为
何王维、孟浩然擅长于五绝，王昌龄等擅长
七绝，但兼长五绝与七绝而且同臻极境的，
只有李白一人吗？您知道为何唐朝文宗御
封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舞、张旭的草书为

“三绝”吗？您知道为何李白能“笔落惊风
雨，诗成泣鬼神”吗？如果您也想探索谪仙
人变幻莫测、摇曳多姿的神奇境界，雄奇瑰
丽，俊逸清新的风格，和想像奇妙、浪漫奔放
的精神，那就请关注【华府诗友社】拟于七月
九日上午十至十二点举办的《许教授谈谪仙
人》云端讲座吧。

李白上承屈原，将浪漫主义精神发挥到
极致。他的诗歌不仅激荡人心、万古传诵，
而且对后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唐
的韩愈、孟郊、李贺，宋代的苏轼、陆游、辛弃
疾，明清的高启、杨慎、龚自珍等著名诗人，
无不受其巨大影响。为了让诗友们领略其
豪放浪漫之风，【华府诗友社】前社长许翼云
教授主动请缨，不顾九十有余的高龄，将于
七月初向诗友们介绍谪仙其人其词。

许教授诗词功底深厚，知识渊博。他不
仅能和大家分享自己对李白诗词的独到理
解，更能结合丰富的人生阅历讲授自己的深
刻体会。这些特质，想必听过许教授讲授苏
词和辛词的朋友们，已得到过验证。为了给

大家提供一场文化盛宴，许教授精益求精，
反复查对讲授内容，多次修改幻灯片。他的
辛劳和奉献，相信诗友们会在讲座中亲眼目
睹；他的讲解，将会使李白的浪漫和豪情生
动地再现。欢迎爱好中国古典诗的朋友届
时前来观赏，共襄盛举。

讲员简介：许翼云，无锡人。台大 1955
毕业，1958年获美国U. of ILL 化工系博士学
位。参加过NASA首次登月火箭的设计，及
NRC核能安全国际大型实验的研发。在马
大化工系任教 6年后，回台湾任原能会主委
6年。 1996年退休回华府，同年参加华府诗
友社，至今已有二十余年。

许教授谈谪仙人
——【华府诗友社】2022年7月9日云端讲座

加密货币、不报税、滥用联合保护地役
权、滥用小型自保交易都在名单上

IR-2022-125，2022 年 6 月 10 日
华府 — 美国国税局今天为 2022年报

税季的年度“十二条骗术”诈骗清单画上句
点，并提醒纳税人避免被误导使用虚假的避
税手段。

国税局提醒纳税人要警惕那些兜售这
些骗局的人。作为其使命的一部分，国税局
高度关注涉入各类税务违规行为的高收入
纳税人，从最基础的不报税，到涉及滥用联
合保护地役权、滥用国内小型自保保险计划
的复杂交易。

“一些避税手段承诺减税或完全避税，
听上去好到令人难以置信，被推广给毫无戒
心的民众，”国税局局长Chuck Rettig表示。

“纳税人不应该自欺欺人地相信他们可以向
国税局隐瞒收入。我们持续关注这些交易，
参与这些交易的人将面临严厉的民事处罚
或刑事指控。”

国税局广泛致力于向纳税人进行告知，
其努力之一便是发布“十二条骗术”清单。
民众应该警惕，不要让自己陷入收取高费用
的滥用型骗局以及“十二条骗术”中其他骗
局的困境。

近年来，国税局加大了对滥用型骗局的
打击力度。作为这项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
国税局首席法律顾问办公室今年早些时候
宣布，将额外聘请多达 200名律师，来帮助
国税局打击滥用联合保护地役权、小型自保
交易以及其它滥用型骗局。IR-2022-17（英
文）。

上周，国税局开启了 2022年“十二条骗
术”清单 (IR-2022-113)，其中包括纳税人需
要避免的四项被大力宣传的滥用型交易。
随后国税局发布了一些针对普通纳税人的
常见骗局。这些以消费者为中心的骗局可
以侵害任何个人或组织，窃取敏感的财务信
息或金钱，在某些情况下让纳税人来承担相
应的法律后果。

今天是“十二条骗术”的总结篇，国税局
重点强调了其它四个骗局，这些骗术通常针
对正在寻找避税方法的拥有高额资产的个
人。对投入这些骗局目标人群的招揽，通常

比广泛撒网的骗局（例如每个人都可能收到
的电子邮件诈骗）更具有针对性。

将资产隐藏在纳税人自认为的匿名账
户中，或者根本不提交税表以期待躲避审
查，都是已经存在数十年的避税骗局。国税
局仍然致力于制止这些欺瞒手段，这些骗局
克扣了每年公平纳税、负责任的纳税人的权
益。

国税局警告任何考虑使用这些骗局或
类似骗局的人，新的不断发展的数据分析工
具和强化的文件匹配功能，让国税局可以继
续推进这些领域的工作。这类“十二条骗
术”骗局涵盖：

在离岸账户中隐瞒资产和数字资产报
告不当：国税局仍然专注于阻止那些将资产
隐藏在离岸账户和持有加密货币或其它数
字资产的账户中的避税行为。

国际税务合规是美国国税局的重中之
重。复杂的国际避税骗局和跨境交易中出
现的新模式和趋势，加剧了人们对涉猎国际
事务的个人和实体缺乏税务合规性的担
忧。随着国际税收和洗钱犯罪的增加，国税
局通过帮助美国纳税人了解和履行其税务
义务，并在全球范围内以诚信和公平的方式
执法，继续保护美国税收制度的完整性。

多年来，许多人被认定为通过试图将收
入隐藏在离岸银行、经纪账户或提名实体中
来逃避美国税收。然后，他们使用借记卡、
信用卡、电汇或其它安排来获得资金。一些
人利用外国信托、雇员租赁骗局、私人年金
和结构化交易，来试图隐瞒账户或保险计划
的真正所有人。

税法定义上的美国人的全球收入都要
征税。钱存入离岸账户这一单一事实并不
意味着它就脱离了美国税收体制的约束。
在伪证处罚的制约下，税法定义上的美国人
必须报告来自离岸基金和其它外国资产的
收入。国税局使用各种来源来识别蛊惑他
人在海外隐藏资产的诈骗分子。

主流金融组织以及经济体中的许多其
他部分正在采用数字资产。在过去十年左
右的时间里，全球数字资产的激增，带来了
数字资产相关的税务管理上的挑战，部分原
因是人们错误地认为税务机关无法检测到

数字资产账户。一些肆无忌惮的诈骗分子
继续煽动大家相信传言，并断言纳税人可以
轻松隐瞒他们持有的数字资产。

国税局敦促纳税人不要被误导去相信
这个关于数字资产的谎言，从而可能导致因
未报告涉及数字资产的交易而受到民事欺
诈处罚和刑事指控。

“在我们国家的税法执行期间，国税局
能够识别和追踪国际账户以及数字资产的
所谓的匿名交易，”Rettig表示。“我们敦促
每个人都遵守报税和申报责任，避免陷入最
终结果对他们不利的骗局。”

不报税的高收入个人：美国国税局继续
关注那些选择无视法律而不报税的人，特别
是那些年收入超过 100,000 美元的人。

国税局希望告知那些尽最大努力提交
税表并缴纳税款或签订纳税协议来缴税的
纳税人，该机构正在追踪不履行其报税和纳
税义务的那些人。好消息是大多数人都按
时报税并支付他们应缴的税款。

那些即使法律要求报税也选择不报税
的人，尤其是那些年收入超过 100,000美元
但不报税的人，代表了税务合规方面的一大
障碍，仍然是国税局首当其冲要解决的问
题。

纳税人如果错误地认为不报税是明智
之举，请看这个重要提醒。未报税罚款最初
远高于未支付罚款。按时提交准确的税表
并在需要时制定付款计划比不报税更有
利。未报税的罚款通常是逾期申报每个月
或部分月未缴税款的5%。罚款一般不会超
过未缴税款的 25%。未缴税款罚款通常是
未缴税的每月或部分月未缴税款的 0.5%。
罚款将不超过未缴税款的 25%。

如果一个人未能报税被认定为欺诈，则
罚款通常从每月5%增加到逾期报税每月或
部分月的15%，对于迟交的每个月或一个月
的部分时间，最高罚款通常从 25%增加到
75%。

滥用型联合保护地役权：在联合保护地
役权中，发起人通过对未开发土地（或者，对
于一些特殊的保护地役权，历史建筑的外
墙）的夸大评估，以及通过使用没有合法商
业目的的合伙安排，来对允许保护地役权的

税法条款进行歪曲。这些滥用型骗局其实
就是通过大幅夸大的税收减免来玩弄税收
体系，并为骗局发起人带来高额利润。

国税局敦促纳税人避免陷入这些肆无
忌惮的发起人所兜售的交易中。如果某件
事听起来好得令人难以置信，那么它可能就
是骗局。人们可能会因参与有问题的交易
（例如滥用联合保护地役权）而面临严厉的
罚款。

在过去的五年中，国税局审查了数百个
联合保护地役权交易，其中数百亿美元的扣
除额被不当申报。这是一项使用大量资源
和数千小时工时的国税局范围的努力。国
税局全方位审查这些交易，并计划在可预见
的未来继续这样的努力。数以百计的此类
交易已被告上法庭，未来可能还会有数百笔
交易被告上法庭。

“我们正在投入大量资源来打击滥用保
护地役权，因为这对于税收管理的公平性很
重要，”国税局局长Rettig表示。“工薪阶层年
复一年地支付他们应付的份额，但高资产人
士却可以在房地产投资的伪装下，通过高估
的保护地役权捐赠来逃避数百万美元的税
款，这是不公平的。”

滥用小型专属保险计划：在滥用“微型
专属”结构中，发起人、会计师或财富规划师
说服密切持有实体的所有人，参与到缺乏许
多保险属性的骗局中去。

例如，承保范围可能会“保障”不合理的
风险，无法匹配真正的业务需求或重复纳税
人的商业承保范围。这些骗局下所支付的

“保费”通常过高，并被用来规避税法。
最近，国税局加强了对可能使用滥用型

离岸专属保险公司的变体的执法力度。滥
用小型自保交易仍然是被高度关注的重点
领域。

国税局已经进行了数千件参与者审查
和发起人调查，评估了数亿美元的拖欠的额
外税款和罚款，并启动了一项成功的和解计
划。有关和解计划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IR-
2020-26（英文）。 国税局的活动由独立上
诉办公室运营，自 2017年以来，国税局已经
在税务法庭和上诉法庭对所有小型专属自
保案件所做出的裁决中，取得了胜利。

美国国税局为2022年“十二条骗术”诈骗清单画上句点；
敦促纳税人警惕避税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