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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白

近日，浙江省杭州市税务局
稽查局查明，主播薇娅（真名“黄
薇”）在2019年至2020年期间，偷
逃税款 6.43 亿元，其他少缴税款
0.6亿元，依法对薇娅作出税务行
政处理处罚决定，追缴税款、加收
滞 纳 金 并 处 罚 款 共 计 13.41 亿
元。随后，薇娅回应称完全接受
相关处罚决定，并向公众致歉。

随着直播带货成为电商模式
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履行与其
影响力相匹配的社会责任，是直
播行业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而
纳税只是最基础的部分。但是，
13.41亿元的金额，还是超出了绝
大多数人的想象。在这个天文数
字面前，此前被处罚的主播雪梨
等人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

有网友在评论区调侃，平均
下来，差不多全国人民一人一块
钱。网友的调侃一定程度上体现
了大家更多的感慨和疑问：光偷

逃税就以亿计，头部主播网红的
收入到底得有多少？

近年来，直播电商展现了巨
大的财富效应。有报告显示，
2020年中国直播电商市场规模达
1.2万亿元，预计2023年直播电商
规模将超过 4.9 万亿元。一个最
为典型的例子是：在今年的“双十
一”启动当天，薇娅直播间的观看
人数超过两亿，当天成交额达到
85.33 亿元。这组数据几乎可以
碾压近千家上市公司全年营收。

这样的结果固然是商业模式
创新带来的效应，但正因如此，处
于财富漩涡中心的网络主播，应
该对法律和规则有更多的敬畏之
心。

直播间不是孤立存在的，其
同样作为市场主体而存在，享受
权利也必须履行义务。而公平税
负的原则，就是指国家征税要使
每个纳税人承受的负担与其经济
状况相适当，并使各个纳税人之
间的负担水平保持平衡。薇娅的

偷逃税行为造成的是另一种“失
衡”。

当然，由于直播带货本身属
于新兴产业，对于个人收入和公
司收入的界定、交易成本和利润
的考量，还存在很多模糊地带和
盲区，需要监管进一步明确。

但这不能成为主播偷逃税的
借口。如果我们穿透金额背后的
行为，会发现这些偷逃税的主播
都有一个共同特质：就是都通过
设立企业的方式，再借由公司这
层“壳”虚构业务，将个人收入

“洗”成公司收入。
因为相比于个人薪金和劳务

报酬，后者能够享受更多的税收
优惠。也就是说，从宏观的角度
来看，这样的“税收套利”，是在变
相消耗政策本应用于补给实体经
济的空间。

从监管层面来看，对于网络
直播带货的规范已经在不断“补
齐短板”过程中。根据杭州市税
务部门披露，本案是经由税收大

数据分析评估而发现的。可以看
出，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正在不断
改善以往的“征税盲区”，也使得
税收这一最基础的保障社会公平
的二次社会分配工具能够更好地
发挥其作用。

通过互联网技术而实现“逆
袭”的薇娅，却没有意识到，她所
赖以成功的数字技术同样是一把

“双刃剑”：在重新定义电商销售
模式的同时，大数据技术的发展
也为科学治理、科学征税提供了
工具。

如果说 2020 年是直播带货
元年，那么从 2021年发生的诸多
事件来看，这一年可以称之为直
播带货的“规范元年”。任何行业
的发展都必须经历成长的洗礼，
也只有在法律规范的范围内发
展，直播间才能在未来成为成熟
的商业模式。当然，规范的目的
并非是为了打压某一个主播，恰
恰相反，这是在为整个行业形成
良性循环打下路基。

薇娅被罚：税收公平不为网红开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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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时评

文┃柳宇霆

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一次紧
急救人的义举，竟然惹来一场缠
绕多年的诉讼纠纷。

据澎湃新闻报道，2017 年 9
月 7 日，齐某到沈阳康平县一药
店买药，突发心脏骤停，药店老板
孙向波紧急施救，为其做心肺复
苏。齐某苏醒入院后发现 12 根
肋骨被压断且右肺挫伤，遂向法
院起诉药店老板，索要赔偿。接
下来的4年间，齐某在一、二审中
均遭到败诉，之后向辽宁省高院
申诉提请再审，也被法院裁定驳
回，孙向波终告无责。

从法律上讲，每个公民都拥
有通过诉讼渠道维护自身权益的
正当权利。在民事诉讼中，对一
审判决不服可以上诉，对二审判
决不服还可以申诉，提请启动审
判监督程序。但如果申诉再被法
院驳回，没有新的事实证据支持，
通常来讲，法律渠道已经到了尽
头。立法之所以如此设计，其实
也是为了避免滥用诉权，浪费司
法资源。

这也意味着，这场旷日持久
的诉讼纠纷终于画上了句号。对
于因对方“四年三次起诉”而心力
交瘁的药店老板孙向波来说，总
算可以恢复平静的生活了。这一

次裁定，也再一次昭示了，法律不
会委屈任何一个好人，终会为善
行善举撑腰。

从齐某的角度看，把孙向波
告上法庭，要求赔偿损失，也有自
己的“道理”。但是，这些自认过
硬的“道理”，还要经得起法律的
检视。药店终归是卖药的商店，
而不是救死扶伤的医疗机构。孙
向波做到了他该做的，法律不强
人所难。

从立法精神上看，挺身而出
救人，也在倡导之列。翻看民法
典，明确“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
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
承担民事责任”。医师法也规定，

“医师因自愿实施急救造成受助
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立
法为救助人解除“后顾之忧”，也
是为鼓励见义勇为，弘扬社会正
气。

在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中，法
院在审理类似纠纷时，通常对见
义勇为者的“过错”持宽容态度，
也是考虑到事件发生的紧迫性，
不能苛责见义勇为者，让其承担
过高义务。

回到这起持续 4年的诉讼纠
纷，法院先后 3 次为见义勇为者
撑腰，表明了司法态度，释放了积
极信号。法律为善行善举护航，
社会才会更有温度。

救人压断肋骨终判无责，法律为善行撑腰

文┃姜琳 叶昊鸣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
议明确提出，以工程建设特别是
政府性投资和国企项目为重点，
全面核查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支付、施工总承包单位代发等保
障制度落实情况。

相关方面要严格按照部署，
依法依规严惩欠薪行为，对失职
失责公职人员予以通报和问
责。要带着对农民工的深厚感
情，深入排查欠薪隐患，高效解
决欠薪问题。

一个项目，从发包方到承包
方再到分包方是一个长长的链
条，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
能导致欠薪。年终岁尾，正值各
类项目、工程资金结算期。今年
以来，受国内外复杂环境和疫情
多点散发等因素影响，确有部分
行业、企业面临一定经营压力，
但这些都不是欠薪的理由。

相关方面首先要做到“门前
清”，避免因机关事业单位和国

企逾期少支付、未支付中小企业
账款，最终导致链条末端的农民
工群体无钱可领。同时，要加大
欠薪整治力度。

当前，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
动正在全国开展。

清理欠薪，就当以铁腕手
段、重拳出击，让欠薪者无路可
走，让劳动者不为薪忧。依法对
欠薪特别是恶意欠薪者从严惩
处，是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有力举
措，是保障民生的生动实践，更
是彰显社会公平正义的必要之
举。

整治欠薪，事关劳动者个
人、家庭乃至整个社会。各级
政府和相关方面要切实提高责
任意识，畅通农民工维权渠道，
强化对欠薪惩戒，扎牢工资支
付保障制度笼子。对欠薪问题
调解解决一批、接访化解一批、
仲裁处理一批、司法执行一批、
应急资金兜底保障一批，确保
劳动者按时足额拿到报酬回家
过年。

整治欠薪，政府国企要“门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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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两部网络剧集出现“未看先评”怪象，原本应当是反映大众观影平均看法的
评分系统，却疑似被商业“水军”控评。记者调查发现，随着网络影视评分的影响日益
扩大，干扰文艺评论的乱象也随之出现，除了商业“水军”搅浑水，饭圈也为爱“养号”刷
评。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评分乱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