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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72/2021_2022__E7_94_B5_E

5_AD_90_E5_95_86_E5_c40_272907.htm 婴儿用品网站“彤彤

屋”成了网络交易偷漏税的代名词。在主审该案件的法官眼

中，“彤彤屋”案只是众多企业偷漏税案件中的一起，特殊

之处仅仅在于案件偷漏税发生在网络交易中。然而，正是这

一特殊之处引发了一场网络交易税的纷争。这场纷争关系着

每一“全民网购”弄潮儿的切身利益，在某种程度上，也决

定着刚“发芽”的中国电子商务的命运 是应该立刻开征网络

交易税，还是暂缓开征步伐?应该把网络交易平台上的所有卖

家列为征税主体，还是仅仅针对大宗企业卖家进行征税?应该

依靠传统线下模式进行征税，还是顺应时势发展新模式?这一

场由所谓“中国网络交易第一案”“彤彤屋”案所引发的纷

争，正有着越来越扩大的态势。 个人卖家暂缓 “十一五”保

护为主 “彤彤屋案，外界有所误解，认为该案件发生在淘宝

网上，实际上，卖家偷漏税的行为都发生在卖家自行注册的

网站，而不是淘宝的平台上。”淘宝网公关负责人卢维兴在

听到“中国网络交易第一案”时立刻进行了澄清。 卢维兴的

态度可以理解。“彤彤屋”案在媒体上进行传播后，不少网

络交易平台上的卖家感受到了压力。淘宝网上经营婴儿用品

的一位卖家，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在淘宝开店，原本

只是想在工作之余多一项收益。没想到这可能触犯了法律。

”在征税范围不明朗的当下，这并不是一个卖家的想法，而

是大多数小本经营个人卖家的隐忧。 实际上，在上月进行的

一次有关网络交易税的研讨会上，不少专家也考虑到了相同



的因素，认为对个人卖家开征网络交易税，目前时机还不恰

当。 卢维兴透露，国家相关机构经过研究，基本上可以明确

，对于个人卖家，目前还不宜开征网络交易税。他同时透露

，有关部门已经就税收门槛进行了初步探讨，可能的征收门

槛是，每笔交易200元以上，每月最低交易额2000元以上，部

分网络交易量较大地区，例如浙江省每月交易额5000元以上

开征网络交易税。 根据卢维兴提供的信息，淘宝交易量每

月2000元以上的卖家正逐步向企业经营转化。随着网络交易

安全受到越来越多买家的重视，淘宝鼓励买家索取发票，这

种形式下，交易量大的卖家为了能够向买家提供发票，开始

主动注册营业执照。这一趋势将逐渐把专事经营的大卖家和

小规模交易的中小个人卖家区分开。 卢维兴对淘宝现状的介

绍，实际上为征收网络交易税提供了一个有效途径。有关部

门可以通过鼓励和推广买家索取发票，从而减少网络交易税

收盲区。 同时，卢维兴强调，电子商务“十一五”规划，国

家明确提出，根据目前电子商务发展现状，要以引导为主，

研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所以，近阶段，网络交易税应该

还停留在研究阶段，正式法律出台还有一段时间。 企业卖家

纳税 第三方支付起作用 但在企业卖家本身就是成熟的征税对

象上，专家和有关网络商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 中国信息

经济学会电子商务专委会副主任王汝林就表示，企业卖家在

线下本身就是一个企业实体，电子商务不过是提供了新的销

售平台，因此，在没有专门针对电子商务的税法出台之前，

企业卖家应该按照国家现行的税法按时足额纳税。 实际上，

目前针对企业卖家，大部分C2C网站确实是通过与相关部门

配合，以达到税收部门对企业网上交易进行线下征税的目的



。 据卢维兴介绍，针对企业卖家可能通过线上交易逃税的问

题，淘宝通过开发第三方支付系统的税收监控新功能，配合

税务部门征税。淘宝要求，所有企业卖家的支付宝账户必须

与其在税务部门登记的银行账号进行惟一绑定，税务部门可

以通过监控该账号的金额往来，了解企业卖家的网络交易情

况，从而有效对企业卖家的线上交易进行征税。 尽管如此，

但是，线下和线上交易统一征税仍然受到了部分专家的质疑

。中科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副院长吕本富就提出，中国税收

征管以手工填报、人工处理为主，要依靠这种“土办法”，

还不足以对电子商务进行成熟和有效的管理。 另外，对企业

卖家的认定仍然存在困难。目前所谓的企业卖家，是指已经

注册登记为企业后又在网络交易平台上进行线上交易的卖家

。实际上，不少交易量达到一定标准的卖家已经在实质上接

近企业卖家，但是，由于衡量卖家交易量的标准并不明确，

目前还难以对这些“伪个人卖家”进行有效区分。 时机尚不

成熟 全面征税问题多 浙江大学软件学院副院长陈德人分析，

近几年来，电子商务在我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是与传统

贸易量和总人口数相比仍然是一个小数目，和世界发达国家

相比差距更大。 “在这种背景下就开始网上征税显然不是一

个好办法，于国不利、于民不利，更于发展不利。”陈德人

认为，目前大部分国家都对电子商务采取了积极鼓励和政策

扶持的方针，在中国，电子商务发展还需要花更大的力度来

扶植。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业内资深人士郭暮云的认同。 郭

暮云认为，目前的网络交易性质难以界定。“通过网络，物

品和现金的流动往往很轻松地跨越地理疆域，特别是虚拟物

品和知识性的商品，没有实体，再加上是跨国交易，到底应



该适用哪个国家的税收制度？” 实际上，郭暮云提出的问题

不仅在中国存在，在世界其他国家同样存在。美国和欧盟之

间关于相互跨地区征收网络交易税、网络消费税的纷争

从2002年开始，始终没有间断，至今仍然在摸索和探讨中相

互博弈。 其实，目前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在网络交易税问题上

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作为电子商务发展处在爆发前夜的

中国，同样需要深入探讨和摸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