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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个环节加强明星高片酬监管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经济法研究室副主任    席月民   本报记者 杨亮整理 
 

  随着明星片酬“暴涨”越发引人关注,目前明星“税后片酬”已成行业痼疾,“阴阳合同”也
是明星与文化公司、演出公司间的一种普遍逃税方式,不仅损害了明星的公众形象,也给国家税收
造成了巨大损失,建议从法律、税收等多个环节加强监管。 
  第一,要将移民明星纳入监控网。近些年,放弃我国国籍加入外国国籍的移民明星越来越多,他
们虽然加入外国国籍,甚至在国外买了住房,但演出活动仍长期在我国境内进行。演出商、文化公
司邀请已移民海外的明星来境内演出,本身就是“走穴”,也是缴税的灰色地带。在征收明星个税
时,不能简单地把明星国籍作为判断其纳税人身份的标准,以免造成偷逃税款。 
  第二,重点监控明星与演出公司、制片公司的“结算渠道”。在影视市场,尽管双方签了合同,
但影视剧拍完剧组就立刻解散,税务部门无法追缴税款。在演出市场,一些明星演出都是税后款,税
单由演出商去代缴,而演出商十有八九要作弊,造成税款流失。此外,收入不入账是明星偷漏税的一
个重要手段。很多明星除了用自己的名字建账以外,还会用其他名字设置账户,这样税务部门就很
难查出明星真正的财产规模。同时,很多公司往往使用现金付给明星报酬,这样就不会有入账记录。
而且明星和其经纪公司、代理公司在与剧组或者演出单位结账时,往往在发票等问题上刻意回避。 
  第三,不明礼物应进入监控范围,包括房产、首饰等高档物品。同时,加强对明星工资薪金、利
息、股息、红利、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等的监管。税务机关在计算明星应纳税款时,应区
分其所得类型及来源地,分别计算其应纳税款。 
  第四,建议制定统一规范的演出市场合同,重点加强税务、银行、工商、审计等部门间的税收
行政协作。目前,一些内地歌手、影视演员的演艺合同,有的连公章都没有,给个人偷漏税造成极大
“可利用空间”。经纪公司与制片方制造假合同偷漏税已成为影视圈公开的秘密。此外,我国《税
收征收管理法》和《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付给娱乐明星报酬的经纪方有代扣代缴所得税的义务。
但由于演出、影视生产市场的不规范、文化市场管理不到位,形成了代扣代缴漏洞。目前,单凭税
务机关不可能完成这些财产所得来源的监管。因此,除了税务机关外,还要加强银行、工商、审计
等部门间的税收行政协作。 
  第五,应尽快加强演出市场调研,建立明星、演艺公司及重点人群的纳税人档案,重点管理。随
时跟踪其收入和纳税变化情况,定期对重点纳税人的收入、纳税情况进行比对、分析,从中发现异
常问题,及时采取措施堵塞管理漏洞,实现全国税务系统内部信息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