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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浙江省杭州市税务
局稽查局查明，网络主播黄薇
（网名：薇娅）在 2019年至 2020
年期间，通过隐匿个人收入、
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虚假
申报等方式偷逃税款 6.43 亿
元，其他少缴税款 0.6亿元，依
法对黄薇作出税务行政处理
处罚决定，追缴税款、加收滞
纳 金 并 处 罚 款 共 计 13.41 亿
元。

日前，杭州市税务局稽查
局对网络主播黄薇涉嫌偷逃税
问题进行了查处。该局有关负
责人就案件查处情况回答了记
者提问。

为什么杭州市
税务部门要对黄薇
进行检查？

答：近年来，税务部门一直
重视并持续规范网络直播行业
税收秩序。我们分析发现部分

网络主播存在一定涉税风险，
及时开展了风险核查，提示辅
导相关网络主播依法纳税。经
税收大数据分析评估发现，黄
薇存在涉嫌重大偷逃税问题，
且经税务机关多次提醒督促仍
整改不彻底，遂依法依规对其
进行立案并开展了全面深入的
税务检查。

黄薇的违法事
实有哪些？

答：2019 年 至 2020 年 期
间，黄薇通过隐匿其从直播平
台取得的佣金收入虚假申报偷
逃税款；通过设立上海蔚贺企
业管理咨询中心、上海独苏企
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等多家个
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虚构业
务，将其个人从事直播带货取
得的佣金、坑位费等劳务报酬
所得转换为企业经营所得进行
虚假申报偷逃税款；从事其他
生产经营活动取得收入，未依

法申报纳税。
我 局 依 据《中 华 人 民 共

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等规定，依法确认其偷逃税
款 6.43 亿元，其他少缴税款
0.6 亿元。

请问本案中的
不同罚款倍数是如
何确定的？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
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
款规定，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
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
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
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
以下的罚款。

我局坚持依法依规、宽严
相济、过罚相当的原则，充分考
虑了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
节和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对黄
薇进行处罚。

一 方 面 ，对 其 主 动 纠 错
的偷逃税等违法行为依法从
轻处理。黄薇对其隐匿个人
收入偷税行为进行自查并到
税务机关提交补税申请，能
够配合调查主动补缴税款 5
亿 元 ，占 查 实 偷 逃 税 款 的
78%，并主动报告税务机关尚
未掌握的涉税违法行为，具
有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
果等情节。我局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
十二条规定，按照《浙江省税
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给予
从轻处罚，对黄薇隐匿收入
偷税但主动补缴和报告的少
缴税款处 0.6 倍罚款。

另一方面，对其未能纠错
的违法行为视危害程度依法严
肃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按照

《浙江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
准》，黄薇隐匿收入偷税且未主
动补缴部分，性质恶劣，严重危
害国家税收安全，扰乱税收征

管秩序，对其予以从重处罚，处
4倍罚款；黄薇虚构业务转换收
入性质虚假申报偷税部分，较
隐匿收入不申报行为，违法情
节和危害程度相对较轻，处 1
倍罚款。

是否会对黄薇
追究刑事责任？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二百零一条规定，纳税人
有逃避缴纳税款行为的，经税
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
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
受到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
事责任；但是，五年内因逃避缴
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
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
的除外。

本案中，黄薇首次被税务
机关按偷税予以行政处罚且此
前未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
处罚，若其能在规定期限内缴
清税款、滞纳金和罚款，则依法
不予追究刑事责任；若其在规
定期限内未缴清税款、滞纳金
和罚款，税务机关将依法移送
公安机关处理。

加强网络主播
税收监管将对平台
经济发展产生什么
影响？

答：平台经济是经济发展
的新业态，在更好满足消费者
需求、促进新旧动能转换、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发挥了
积极作用。在平台经济快速发
展过程中，部分网络主播的税
收违法行为，扰乱了税收征管
秩序，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
环境。税务部门依法依规对有
关网络主播税收违法行为进行
查处，有利于平台经济长期规
范健康发展。同时，税务部门将
认真落实好各项税费优惠政
策，持续优化税费服务，为平台
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税收营商
环境。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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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一些短视频、直播平
台上出现了越来越多以展示“萌
娃”为主要内容的账号，不少家
长将孩子打造成“网红”，并通过
商务合作实现流量变现。近日，
文旅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网
络文化市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的意见》，严禁借“网红儿童”牟
利，保障未成年人在网络空间的
合法权益。

部分“晒娃”畸形化

某短视频平台上，有个主打
“戏精萌娃”的账号，视频内容是
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和一个年
龄相仿的男孩的对话，在平台上
拥有 200多万粉丝。在该账号的
视频缩略图中，诸如“像极了和
女朋友吵架”“霸道小总裁”“女
生的心思你别猜”“有钱人的痛
苦”等词并不少见。

而在另一个短视频平台中，
一名 4岁和 2岁的女宝宝，吸引
了 3700 多万网友的关注。该视
频账号以两姐妹为主要出镜者，
展现“萌娃坑爹”及母女斗智斗

勇的搞笑日常。在留言区，不少
网友表示“宝贝太可爱了”“小表
情到位，太喜欢这孩子了”。

在一些直播、短视频平台
上，类似这样的“网红儿童”账号
不少，粉丝从几万到上千万不
等。其中，大多以记录孩子的日
常生活为主。但随着同质内容的
增多，不少账号开始“另辟蹊
径”，出现了吃播、美妆穿搭、演
绎剧情段子等模式：吃播博主

“佩琪”，年仅 3岁就被父母喂到
了70斤；刚过完5岁生日的小女
孩，熟练地拿起粉底和眼影，对
着镜头向大家介绍如何化妆；一
些家长故意给宝宝喂有刺激性
味道的食物，拍摄宝宝表情取悦
观众……稚嫩的孩童做着与年
龄不符的动作，部分“晒娃”逐渐
畸形化。

“啃小”危害大

孩子在家里捣乱，母亲无奈
地表示：“这一个假期可咋整？”
父亲随后念出了某品牌电视的
广告词，回应道：“有了这个，她

就消停了。”
类似广告大量存在于“网红

儿童”账号中，成为这类账号实
现流量变现的主要方式。翻开这
些账号主页，大多可以看到“好
物推荐”“直播动态”“找我官方
合作”的标识。有运营儿童短视
频账号的家长表示，靠娃就能月
入15万元。

业内人士表示，“网红儿童”
爆火的背后，可能存在一条“利
益链”。一部分亲子账号前期确
实是单纯分享日常生活，在突然
爆火获得流量后，便会有机构主
动与其签约，而签约之后又能获
得更多的商务机会，这也导致一
些父母利用孩子打造账号，当作
生意经营。记者也在某短视频数
据分析平台上看到，不少爆火的
账号都已签约 MCN（网红孵化
机构）。

专家表示，为了牟利“啃
小”，实则是“坑娃”。一方面，把
孩子推到镜头前，按照脚本“卖
萌”，过度透支他们的体力精力，
过度暴露隐私，极易造成心理焦
虑。另一方面，孩子过早借直播

短视频等参与商业活动也会造
成价值观扭曲，形成功利思维和
浮躁心态。

有专家指出，炒作“网红儿
童”，存在诸多法律风险。根据

《未成年人保护法》有关规定，任
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组织未成
年人进行危害其身心健康的表
演等活动。今年 6月 1日起实施
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已明确规
定，网络直播服务提供者不得为
未满 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
络直播发布者账号注册服务。

防止过度消费

针对部分网络文化平台出
现的利用“网红儿童”牟利等不
良现象和问题，《关于加强网络
文化市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
意见》提出，严管严控未成年人
参与网络表演，对出现未成年人
单独出镜或者由成年人携带出
镜超过一定时长且经核定为借
助未成年人积累人气、谋取利益
的直播间或者短视频账号，或者
利用儿童模特摆出不雅姿势、做

性暗示动作等吸引流量、带货牟
利的账号依法予以严肃处理。

对平台来说，也要自觉履行
好主体责任。专家指出，网络平
台要从严把关，一方面严格落实
主播准入条件和年龄限制，另一
方面严格审核涉及未成年人的
直播信息和视频内容，对过度消
费“网红儿童”的账号采取封禁
等措施。某短视频平台相关负责
人表示，目前已通过机器算法和
人工标注的方法甄别出以儿童
为主角的视频账号，并对此类账
号加强管理。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
教育首席专家孙云晓认为，家长
要目光长远，为孩子营造安全、
清净的环境，不能为一己私利让
孩子过早进入成人世界。

专家表示，学校、社会要加
强对家长的引导教育，监督其履
行好监护责任，对于那些完全把
孩子当做摇钱树的家长，相关部
门要发挥作用，切实保护未成人
的合法权益。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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