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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地下经济中巨额税收流失现象及治理对策——以商业演出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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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地下经济是税收流失最主要的原因，但经营内容合法的地下经济税收流失是可以通过制度调整予以治理的。本文以审计发现的商

业演出活动背后的税收流失为例，分析中小型民营企业及个人偷漏税链条及操作手法，并提出在我国现阶段的经济背景下，如何治理这一现

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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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经济活动的性质这个角度出发,可以把一切经济活动分为公开经济和地下经济 。从税收的角度而言，地下经济分为两类，一类是经济内

容本身即非法的经济行为,如贪污、受贿、侵吞国家财产、制假卖假、走私贩毒、非法融资、网络诈骗、赌博、洗钱等；另一类是经营内容合

法但所得收入未向政府申报和偷逃税的经济行为，如无证经营、隐瞒收入、不如实申报等。地下经济是税收流失最主要的原因，也是一个世界

性的难题，但第二类地下经济是可以通过制度调整予以治理，以达到减少流失税额、提高税收规模的目的。 

  本文以近期审计发现的商业演出活动背后的税收流失为例，分析中小型民营企业及个人偷漏税链条及操作手法，并提出在我国现阶段的经

济背景下，如何治理这一现状。 

   

  一、地下经济的税收流失规模测算 

   

  我国地下经济的税收流失规模究竟有多大，国内很多专家和学者都进行过测算，其中较权威的如学者郝春虹运用现金比率法 测算出1996

年至2002年我国每年的地下经济税收流失额为323.65亿元至792.86亿元不等，税收流失率 为1.9%至11.47% ；伍云峰博士则更精确的将非现金

支付方式进行的地下经济活动纳入测算范围后，得出2000年至2006年我国每年地下经济税收流失额为4263.23亿元至9584.17亿元，税收流失率

为27.53%至33.88% ；距今最近的是窦晓冉硕士论文中运用和伍云峰博士类似的方法计算出2003年至2009年我国每年地下经济税收流失额为

6365亿元至16454亿元不等，税收流失率为27.64%至31.8%  。 

  上述测算结果均表明我国的地下经济税收流失规模巨大，体现出较大的税收风险，但另一方面也表明，通过税收体制调整减少税收流失、

提高税收收入规模的空间也是巨大的。 

   

  二、以商业演出为例分析地下经济税收流失的规模、链条以及操作手法 

   

  在近期的审计中，我们发现商业演出背后的税收流失现象普遍，金额巨大，甚至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行业操作潜规则：一般而言，商业

演出的主办方多为大型企业，其财务制度比较健全、纳税监管严格，偷漏税的概率较低；而承办方多为广告或者宣传策划公司，这类企业主要

是中小型民营企业，财务管理混乱、纳税意识薄弱、偷漏税意愿强烈，是偷漏税产生的关键环节；执行方也就是演艺明星个人或其所在的经济

公司，演出定价多为实收，一般要求使用经纪人个人账户收取演出报酬且不开具发票，使得演出收入金额难以监管，这种所谓的“行规”是刺

激承办方偷逃税款的重要原因。 

  下图以某大型公司2011年的品牌宣传活动费为例，分析其中税收流失的金额、链条及操作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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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例中： 

  （一）主办方共支付了2500万元的品牌宣传活动费给承办方，作为上游支付单位，该公司仅对承办方开具发票的真实性和合同履行情况进

行审核，承办方是否依法纳税、财务管理是否混乱等因素均不会影响其是否中标。 

  （二）承办方为一个民营的广告代理公司，共支付给36位演艺明星约1500万元劳务费，全部使用公款私存的个人账户划账到对方经纪人个

人账户方式支付，未取得合法发票。其真实发生的公司运营成本约300万元，向不法中介购买媒体发布广告发票2200万元计入成本，使得公司

的账面利润基本为零，真实利润700万元全部被公司法人套现取出。此环节是税收流失最关键的环节，除了象征性代扣代缴了约15万元的演艺

人员个人所得税外，大部分的应纳税额均在此环节流失，流失额约661万元 。 

  （三）执行方一半以上为港台演员或其所属经纪公司，大部分以“行规”为由仅收现金或要求个人账户转账，不开具国内合法发票，流失

营业税约45万元。 

  仅由上例计算即可发现，地下经济中的合法经营活动税收流失规模是巨大的，占全部经济活动资金量的28.24%，形成了较大的税收风险。 

   

  三、地下经济税收流失的原因分析及治理建议 

   

  （一）进一步加快税收信息化建设，提高税收征管模式的科技水平，逐步推进税务与银行、工商、海关、房屋管理等多部门信息共享，增

加偷逃税款的难度，完善税收审核稽查体制。 

  就我国目前的税收征管稽查体制而言，中小型企业和个人偷漏税容易实现且核查困难，这是造成税收流失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因此，必

须树立“科技加管理”的治税理念, 向科技要税源，向管理要效益，进一步加快税收信息化建设，提高税收征管模式的科技水平，逐步推进税

务与银行、工商、海关、房屋管理等多部门信息共享，充分发挥联网审核稽查对税源的监控作用，增加偷逃税款的难度,甚至还可以借鉴国外

先进做法,引进并推广审核评税制度和事前裁定制度,切实提高税收整体效能。 

  （二）采用多元化的惩罚模式，加重对偷逃税行为的惩戒力度,提高纳税人偷逃税款的成本，提高税法的威慑力。 

  纳税人作为经济人，其偷逃税款的预期报酬=偷逃税款的预期收益-偷逃税款的预期成本，就我国目前的税法制度而言，尽管刑法对偷税罪

进行了规定，但实际操作中大多只是补交税额和罚款,惩罚方式单一且违法成本较低，难以起到威慑作用。因此，加重对偷逃税行为的惩罚, 

是治理地下经济效果最为明显、也是世界各国广为采用的一种办法。如美国将个人的纳税情况直接与社保号关联，逾期申报的纳税人需按应缴

税额的5%-25%缴纳罚款，对拒绝税务人员审计的行为每次罚款500美元，对查处的偷税不但要收回所偷税款及利息，而且要处以75%的罚款，严

重的要查封财产并判刑5 年。 

  就我国目前的国情而言，可以采用多元化的惩戒方式，如将纳税情况与个人或企业法人的身份证号直接关联，从而间接关联到银行系统、

股市账户系统、社保系统、房屋管理系统和出入境系统等，规定偷逃税款达到一定等级，将直接影响到个人或企业法人的贷款、投资、社会保

障、房屋交易及出入境签证等行为，大大增加纳税人偷逃税款的预期成本，从而减少偷漏税行为。 

  （三）以方便纳税人为中心，最大限度地降低纳税人的办税难度，从而提高纳税人的遵从意愿。 

  目前，我国的纳税申报程序仍较复杂，而对于中小企业和个人而言，办税流程越复杂，其承担的时间成本、货币成本、心理成本等纳税遵

从成本就越高，纳税人遵从度也越低。因此，我们需要以纳税人为中心从“法易懂”和“税易办”两个方面同时开展流程再造，简化纳税程

序。统一资料报送要求，实现纳税人一次提交资料，后台信息共享。要加强业务部门之间的统筹，避免各业务部门与同一纳税人多点接触，多

头管理，让纳税人在设定的办税流程中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较优质的服务。要加强征管手段的信息化建设，扩大网上申报的税种，扩充申报表填

写引导、自动计算、自动纠错等功能。此外，还要尽快实行信誉等级管理，通过为诚信纳税人提供“绿色通道”以显示对税收遵从者的鼓励。

（孟岭） 

   

   

  参考文献 

  [1]贾绍华，中国税收流失问题研究，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2]贾绍华，我国税收流失的测算分析与治理对策探讨，财贸经济，2002 年第4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