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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今互联网信息时代，网络直播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方式迅速崛起，并且在经济领域带来了显著的发

展。然而，随着电商直播行业的蓬勃发展，一些主播在税务方面出现了违规行为，偷税漏税等现象屡见

不鲜。现有的税收相关法律法规在适用过程中，似乎并不能完全满足对电商直播产业中主播个人所得税

问题的规范需求。为了更深入地研究如何有效地规范电商直播中的个人所得税征收问题，通过对电商直

播及其主播的工作内容和特性进行细致的分析，深入了解电商直播的运作模式和主播的工作特点，进而

识别出在个人所得税征收过程中存在的法律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具体的规制建议，以期完善电商

直播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并达到更好地规范电商直播产业的税收秩序、确保税收公平的效果，同时

也有助于电商直播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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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Internet information age, webcasting has rapidly emerged as an emerging mode of com-
munication and has brought about remarkable development in the economic field. However, with 
the booming development of the e-commerce live broadcasting industry, some anchors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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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ted tax violations, such as tax evasion and tax evasion, which are commonplace. The existing 
tax-related laws and regulations do not seem to be able to fully meet the demand for regulating the 
personal income tax issues of anchors in the e-commerce live broadcasting industry in the process 
of application. In order to study more deeply how to effectively regulate the collection of personal 
income tax in e-commerce live broadcasting, the work 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commerce 
live broadcasting and its anchors are meticulously analyzed to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operation mode of e-commerce live broadcasting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ork of the anchors, 
which in turn identifies the legal problems in the collection process of personal income tax. In re-
sponse to these problems, specific regulatory proposals are put forward with a view to improving 
the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personal income tax on e-commerce live broadcasting and achiev-
ing the effect of better regulating the tax order of the e-commerce live broadcasting industry, en-
suring tax fairness, and at the same time contributing to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commerce live broadcast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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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互联网产业的发展有目共睹，随着线上购物、电子支付的成熟与普及，互联网真正地与国民经济生

活密不可分。而近些年来，作为互联网技术和电子商务的发展下产生的新型热门产业，可以直观地感受

到网络直播产业带来的收益，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于 2023 年 3 月 2 日发布的第 51 次《中国互联

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12 月，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 7.51
亿，较 2021 年 12 月增长 4728 万，占网民整体的 70.3%。而根据主播直播内容的不同，网络直播可以分为

不同的类型，包括电商直播、游戏直播、体育直播等[1]，根据《报告》显示，多种直播模式中，电商直播

用户的规模占所有直播类型之最 1。一方面，电商直播丰富了网民通过互联网参与娱乐的方式，在一定程度

上提升用户对于互联网功能的使用体验；另一方面，电商直播产业也为从业者创造大量就业机会，提供更

多创造财富的可能性。因而网络直播的兴起不仅带动相关多方的获利，更促进了国民商业经济的发展。网

络主播行业产业链正在形成，可以说主播的行为将成为引导网络文化与舆论导向的新生力量[2]。 
但是因为法律规范有着其不可消弭的滞后性，特别是在飞速发展的互联网领域。崭新的商业模式带

来商机，也带来新的问题——虽然电商直播产业已经在各个环节形成相对成熟的运作方式及规模，但是

税法规范并不能完全适应不断发展的互联网产业现状。个人所得税法是调整征税机关与自然人之间在个

人所得税的征纳与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主要规范了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和个

人所得税的管理两类活动，2019 年颁布的新《个人所得税法》将个人所得税征收的收入类别由 11 种变为

9 种，并取消兜底的“其他收入”这一项，但是本法并未专门针对电商直播行业的税务做出规范。在这种

情况下，由于税法规范的限制，实践中存在利用限制处理个人所得致使产生偷逃税的现象。比如近几年

频繁发生的各平台电商主播逃税事件受到广泛的关注与讨论。电商直播无疑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但是

电商直播需要更好地受到法律的规制以发挥其带动经济发展的作用。 

Open Access

 

 

1 参见《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电商直播用户规模为 5.15 亿，较 2021 年 12 月增长 5105 万，占网民整体的 48.2%，

在各类直播中用户占比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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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正是基于电商直播行业中主播偷逃税导致的个人所得税流失现象，围绕电商直播个人所得税征

收层面的法律问题进行讨论，并提出法律规制方面的建议。 

2. 电商主播概述 

在进一步探讨电商直播个人所得税征收存在哪些法律问题之前，为了更好地了解电商直播的运营模

式及其特性，本文将对电商直播及电商主播的基本情况进行梳理，以便于展开后文对法律问题的分析。 

2.1. 电商主播工作模式 

2016 年，我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第二条内容明确规定：“本

规定所称互联网直播，是指基于互联网，以视频、音频、图文等形式向公众持续发布实时信息的活动”。

电商直播作为互联网直播的类型之一，是一种以商品交易作为信息发布的互联网直播。由电商主播利用

其影响力向观众介绍商品特点、卖点等性质，以达到推销商品的目的。由互联网平台与电子屏幕呈现出

的电商直播，不仅涉及到主播与观众双方的关系，还是直播平台、主播背后的经纪公司、主播自身、直

播观众还有产品供货商等多方关系。而电商主播的工作模式主要取决于主播的个人特质，例如主播与其

所在直播平台之间的法律关系和主播在行业内的知名度等。与平台间的关系决定了主播的个人收益比例、

主播的知名度决定的主播可以获得的工作内容范围。总而言之，电商主播的工作模式应当根据主播工作

与收益获得的不同情况来区分。 

2.2. 电商主播收入成分 

如上所述，主播与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存在多边利益关系，因而电商主播的收入渠道与收入类型并不

单一，纳税人向国家缴纳所得税时，所得税征管过程中利益平衡具有相当的重要性[3]。为了更好地认定

电商主播个人所得税的缴纳情况，需要首先通过分析主播收入情况来确定个人所得可能对应的税目，通

过对主播工作以及运营模式的研究，本文认为电商主播个人所得构成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① 平台收入：基于主播与平台的不同类型法律关系以及约定的获利方式，主要包括主播与平台的基

础签约费、根据各平台计算规则的流量变现收入、收到的礼物打赏收入分成等。 
② 带货收入：这一类收入主要是电商直播的主播通过专门呈现并介绍商品作为主要直播内容以达到

使观众通过特定直播方式购买商品从而获得的相关收入，包括商家支付的“坑位费”以及主播通过尽可

能多地销售商品而获得的与第三方约定的销售分成。 
③ 衍生收入：当主播具有足够大的影响力或者商业价值时，主播可能脱离电商主播身份，利用其影

响力及流量接受广告邀约参加推广活动，以及参加一些其他直播之外的盈利活动[4]。 

2.3. 电商主播与平台间法律关系类型 

早期的电商直播平台为淘宝、京东等专门进行商品交易的平台，经过后期的发展，其他直播平台也

出现了直播购物带货等电商直播内容。本文认为现阶段电商主播与其所直播的平台存在以下几种法律关

系： 
① 劳动关系：即电商主播与电商直播平台专门签订劳动合同，电商主播作为电商直播平台的职工，

其工作任务为完成直播平台为其安排的直播工作，一方面受到工作单位的规章限制，另一方面享受相应

的劳动权利保障。这种情况下双方为劳动关系。 
② 劳务关系：即主播在平台的直播工作相对独立，与劳动关系相比没有对直播平台存在较强的工作

依附性和遵从性，但是又不完全独立，此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无法认定为劳动关系时视情况认定为

劳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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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合作关系：即主播仅仅就直播与平台达成一种互利互惠的合作关系，主播方借助平台进行直播扩

大其影响力，平台方借助主播的直播增加其平台的流量获取收益，此时双方很明显互相不存在直播以外

的其他未约定权利义务。 
总体来说，电商主播与电商平台之间存在三重法律关系，而在具体案件中，基于现实情况的多样化

以及各个平台之间的不同规定，这三种法律关系的认定需要结合电商主播与电商平台就电商直播的实际

约定内容来区分[5]。 

3. 电商主播个人所得税征收领域存在的法律问题 

本文认为，对于电商主播偷逃税的原因主要分为主、客观两种，一方面作为纳税主体的电商主播入

门门槛较低，素质良莠不齐，从根本上来说对公民纳税义务的观念认知不足，可能基于故意或过失没能

尽到按时、如实申报并按时缴纳所得税的义务，或者因为不关注自己的个人所得税缴纳情况而遗漏、忘

记缴纳所得税[6]；另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述，个人所得税法并没有对于电商直播行业进行特别规定，现有

的税法无法完整地满足现有个人所得税征收的需要，从而导致一些电商主播利用法律上的问题进行避税。

本文主要是从客观层面探讨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存在法律问题。 

3.1. 征收主体及代扣代缴义务人确定难 

尽管《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偷税案件查处中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国税函〔1996〕602 号)》
中对于扣缴义务人的实质认定规则早有规定，认定了代扣代缴义务人的认定规则，但是如前所述，仅是

电商主播与平台之间的法律关系就存在不同类型，电商直播的运行中又存在多方主体，互联网直播独有

的运行模式以及新型合作方式导致纳税责任人难以确定，比如对某个电商主播而言，如果他是一个与平

台签订劳动合同的电商主播，那么他在平台的收入由直播平台承担纳税责任；如果他虽然没有与直播平

台签订劳动合同成立劳动关系，但是他遵守平台的一些直播规则并服从直播平台一定的安排，那么此时

承担纳税责任的主体可能变得混乱。除此之外，与电商主播相联系的可能不仅是直播平台，还有经纪公

司、第三方等，在一对多等局面下，直播平台松懈于对电商直播的管理、经纪公司的包庇等情况下，都

有可能致使电商主播利用疏漏偷逃缴税责任。 

3.2. 应税对象认定难 

区别于传统地、较为直接地获取工资、酬劳等个人所得的方式，电商直播以及相关产业给电商主播

带来收入的不仅数额无法固定，来源也很难具体化。如前所述，电商主播可能的收入内容包括签约费、

流量变现、打赏分成、坑位费、广告费等等，另外，即使是同种收入，比如流量变现的奖励，在不同的平

台变现规则不相同，或者即使是相同的平台，与平台处于不同法律关系的电商主播可以获得的比例也不

相同，这就导致对电商主播收入的应税对象难以认定。特别是大多数情况下电商直播的收入都通过线上

支付甚至虚拟货币支付，这一点给税务机关的税务征收工作造成了困难。 
除此之外，比较特殊的是作为主播获得的打赏费用是否属于应税对象也存在相当的争议，一部分观

点认为打赏应当认定为赠与合同行为，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另一部分观点认为打赏应当认定为买卖合

同行为，需要依照个人所得税法缴纳个人所得税。因而直播打赏的征收也因为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对应

而难以清晰地认定。 

4. 针对电商主播个人所得税征收法律问题的建议 

一些网络直播平台和网络主播为了利益选择铤而走险，游走于法律边缘，挑战社会公序良俗。虽然

这并非网络直播行业主流，但由于网络用户数量庞大，网络信息传播速度快、范围广，故而电商主播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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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税现象依旧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因而要认真对网络直播平台进行审视，加强监管与引导[7]。近年

来，网络监管部门虽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监管规定，但多为部门规章，如《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

《网络短视频平台管理规范》《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监管的指导意见》

等，从规范的性质上看，这些规范效力层级较低，难以发挥司法对消费者的保障作用[8]。 

4.1. 完善个人所得税纳税责任的认定规则 

针对前文提到的纳税责任认定难的问题，本文认为，即使在实践中出现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或者情

况，在实际认定总体上应当分为两步厘清。 
第一步，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收入，都要厘清其最根本的来源，从收入的根源进行个人所得的认定。

无论是来自平台的收入、来自经纪公司的收入、还是来自第三方的收入，首先要判断收入的来源在哪一

方，因为如果存在支付单位，则应当由单位承担个人所得税的纳税责任，通过追本溯源到本来的收入处

厘清基本的纳税责任。 
第二步，在追溯到收入来源的主体后，判断电商主播与该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如果确为有代扣代

缴义务的主体，则承担相应纳税责任，如果不存在需要承担纳税责任的关系，则无需承担纳税责任，由

电商主播本人承担相应的纳税责任。 
总的来说，针对每一类需要判定的收入，主要分为两步，即先查找给付方，后确定双方法律关系。 
另外，应当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纳税责任的承担规则，比如在确保税务征收效率的同时对个人所

得税的缴纳进行定期的监督，一旦发现责任主体应当承担而未承担纳税责任，应当给予该对象一定的行

政处罚甚至是刑事处罚[9]。 

4.2. 明确各类型个人所得的法律性质 

无论所得收入是签约费、流量变现、打赏分成、坑位费还是广告费等，基于收入的不同类型和性质，

只要结合实际情况分别就电商主播与支付该项收入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做出判断，也即对支付个人所得的

一方和电商主播的工作内容与工作隶属关系进行分析，就可以分别认定： 
① 劳动关系：如果是主播和平台之间构成了劳动关系，则由平台获得的按照一定周期具有固定性的

个人所得应当认定为“工资薪金所得”，相当于主播作为平台的职员，直播平台规定和团队提供的内容

就是主播固定工作的一部分；② 劳务关系：如果不存在相应的劳动关系，主播的直播内容以及工作时间

并不完全遵循主播平台方的规定，主播本人也无需遵守公司的全部规章制度及全部安排，但是根据现实

情况判断，该主播与平台之间又并非完全的合作关系与不干涉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电商主播也要服从平

台的一定需求，则电商主播获得的个人所得应为“劳务报酬所得”；③ 合作关系：相当于除了劳动关系

与劳务关系之外的一种关系模式，这种关系呈现一种和平协商互不约束的关系样态，则此种情况下所得

应当为“劳务报酬所得”。 
除此之外，对于存在争议的打赏所得，建议通过完善相应的法规具体认定打赏的性质，进而统一各

个平台下直播打赏所得作为个人所得的性质。仅就本文的观点认为，直播作为一种娱乐活动，主播通过

表演等娱乐行为换取观众的情绪价值与反馈，观众基于对主播公开“表演”的认可而进行打赏属于支付

服务对价，因此属于一种薪酬而不属于赠与。 

5. 结语 

作为一种公法上无对价、强制的金钱给付义务，税收是国家财政中的重要一环，税收对于财政收入

有着重要的意义，税收虽是单方面的义务，但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牺牲”，而是公民所享有的基本社会

权利的成本对价，是国民健康经济的基石，每个公民都有遵守税法、依照税法的规定纳税的义务。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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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赋予用户自我展示和自由表达能力的高级传播形式和内容生产方式，网络直播为人际交流和产业升

级提供了全新的连接途径和高效工具[10]。而电商直播的主播偷逃应缴纳所得税的问题不仅违反了税收

法定原则和公民纳税义务，更是助长了偷逃税的不良风气，因此，对于电商直播个人所得税征收法律问

题的解决不仅是对公共财产的保护，更是在民众关注下践行税法的一种示范。与此同时，作为电商主播，

在享受到互联网所带来的红利的同时，其所在的电商直播产业受到国家经济政策扶持与帮助的同时，也

要自觉地承担起法律规定的纳税义务。 
除此之外，互联网、电商、直播等产业的发展意味着未来对税收的法律规制可能不仅需要在网络直

播的领域内，也许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人类相处模式的改变，社会会产生新的税收规范需求。因

此期待税收相关法律政策能够与时俱进，也期待公民对于税收以及纳税义务的认识程度不断提升，共同

构建更加和谐、健康的财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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