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按“偶然所得”缴税
近年来， 网络红包成为

一种常见的营销方式。 不少
企业通过发放网络红包开展

促销业务， 一些平台也通过
红包来刺激消费者重复消

费。 除此之外， 由于操作便
利， 不少企业还通过网络红
包来转款， 甚至有的单位还
通过红包来发放工资。

自 2014年春节微信红包
首次亮相以来，抢红包的风潮
愈演愈烈，也吸引了众多企业

的“入局”。如今，“抢红包”已成
为佳节必备。 随着人们新的支
付习惯日渐养成，移动支付市
场也迎来了蓬勃发展。

根据公告， 企业在业务
宣传、广告等活动中，随机向
本单位以外的个人赠送礼品

(包括网络红包) 以及企业在
年会、座谈会、庆典和其他活
动中向本单位以外的个人赠

送礼品， 个人取得的礼品收
入 ，按照 “偶然所得 ”项目计

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但企业
赠送的具有价格折扣或折让

性质的消费券、代金券、抵用
券、优惠券等礼品除外。

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原按“其
他所得” 项目征税的部分收
入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质 ，公
告将其调整为按照 “偶然所
得 ”项目征税 ，税率为 20%，
与原 “其他所得 ”税率相同 ，
纳税人税负保持不变。

收取企业的网络红包也要缴纳个人所得税了。 今年 1月 1日起，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
法正式实施。 为做好有关政策衔接工作，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公告，对个税
法 2018年修改前部分原按“其他所得”的征税项目进行了调整，并对网络红包等收入是否
需要缴纳个税进行了明确。 根据公告，网络红包纳入礼品范围，按照“偶然所得”项目计算
缴纳 20%个人所得税。 不过，并非所有在网上抢的红包都需要缴税。 此次调整仅限于企业
向个人发放的带有中奖性质的网络红包，并不包括亲戚朋友之间互相赠送的网络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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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抢红包要缴税了？
企业要收 个人可免

借 3 万元还 800 万元
“套路贷”的套路到底有多深？

7 月 14 日，《新闻联播》播
报，浙江金华警方日前打掉一
“套路贷” 犯罪团伙， 抓获 49
名嫌疑人，涉案金额超过 1 亿
元。 犯罪团伙利用高额借贷，
实施威胁恐吓等方式，迫使受
害人偿还高额债务，达到非法
获取高额利润的目的。

近年来，“套路贷”假借民
间借贷名义，虚称各种优惠条
件，通过“虚增债务”制造资金
走账流水肆意认定违约，以暴
力或以暴力相威胁进行催收

等手段，达成非法占有他人财
产的目的。

为了骗取借款人上钩 ，
“套路贷”戴上了面具，借款合
同经过精心设计，有些甚至出
自熟悉法律的人的手笔，具备
合法借贷的条件。

2018 年 4 月，杭州警方公
布了一起破获 “套路贷 ”的典
型案例。

在杭州做服装生意的何

某因急需用钱 ， 通过中介介
绍，认识了某“寄卖行”老板朱
某，朱某一口答应可以提供借
款服务。 何某当即与朱某借款
3 万元， 约定 10 天利息 8000
元， 逾期每天违约金为 20%，
但是朱某却要何某在借款合

同上写明借款金额是 8 万元。
急需用钱的何某最终签

下了 8 万元的翻倍借款合同，
但实际到手的只有 3 万元。 10
天后，何某无力偿还 3 万元借
款，然而违约金和利息却按照
签订合同时的 8 万元借款来
计算，连同本金 ，仅仅过了几
天 ， 她欠的钱就变成了十多
万。 此后，何某先后向所谓的
“中介”和“放款人”借款 20 多
次，用于归还之前累积的本金
和利息 ，最终层层叠加 ，欠下
了高达 800 万元的债务。

被逼无奈，何某只得变卖
了自己的房产，共得款 300 多
万元用于偿还欠款 ， 即便如
此，还有近 500 万元的欠款无
法偿还。 最后，她只好选择离
家出走， 直到警方找到她时，
她始终没有意识到自己早已

落入别人的圈套。
“套路贷 ”除了高额违约

金、手续费等各类不合理的费
用之外，一旦借款人借款到期
之后短时间内偿还不上，各种
费用像火箭一样使劲往上涨，
使得借款人更加无力偿还，当
借款人拖延时间稍微长点，还
会遭到借款平台的暴力催收。

今年 4月， 央视曝光了一

些小贷公司组织人员对借款人

进行恐吓，暴力逼债的画面。
画面中，一群壮汉让借款

人自扇耳光；将借款人双手捆
绑并被不停殴打； 用电棍、甩
棍殴打借款人并拍下视频；在
借款人家门口泼粪便 、 泼油
漆、扔鸡蛋……

可以说，“套路贷” 已经成
为黑恶势力常用犯罪手段之一。

7 月 7 日， 央视 《今日说
法》曝光了一起“套路贷”典型
案例。

2017 年，男子杜某因做生
意急需资金，于是向一家名叫
“金蚂蚁借贷”的公司借款，这
家借贷公司的借款手续非常

简单 ，但利息比较高 ，还要收
取一些手续费。

因为着急用钱， 杜某匆匆
办理了借款手续。 很快还款期
到了，但杜某无法全部还上这笔
钱，可对方要求他必须马上还清
所有借款和利息共计 15万元。

无奈的杜某，给两个表弟
打了电话。 表弟来到金蚂蚁公
司后， 提议让杜某出去借钱，
但金蚂蚁公司的人不同意，双
方发生了言语冲突。 杜某的两
个表弟被打，满身是伤。 不仅
如此，借贷公司的人还让他们
跪在地上认错，逼两人喝尿液
并录制视频。

在杜某答应一定会尽快

还钱后， 三人才被允许离开。
之后，杜某把两个表弟送去医
院治疗并报了警。

经过调查， 警方确定了该
借贷公司主要涉及的罪名有敲

诈勒索、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
并立即对这个团伙进行抓捕。

在审讯中， 警方还发现这
个犯罪团伙不仅对借款人恐

吓、殴打，对团伙中的其他成员
也是管理苛刻， 稍不听话就暴
力威胁。有些成员，以前居然也
是借款人，因为还不起钱，被迫
加入到了犯罪团伙中。

随着 “套路贷” 的案件频
发，日前，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
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
题的意见》，明确指出“套路贷”
是一种黑恶犯罪，为“套路贷”案
件提供了明确的办案指引。

打击惩治“套路贷”，是一
场攻坚战， 更是一场持久战。
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和价值观

是抵挡 “套路贷 ”的第一道防
线。 同时，也需要有关部门严
厉打击 “套路贷 ”背后的黑恶
势力，让“套路贷”无处可逃。

（据央视网）

堵住偷税漏税缺口
对企业发放的网络红包

征税 ， 是规范企业经营行
为 、堵住偷税漏税缺口的必
然之举 。 但在此前 ，由于缺
少明确的认定 ，这类企业红
包是否应该纳税还存在争

议。 有声音称， 企业红包既
不利于税收公平和收入公

平， 还可能为企业偷税漏税
开口子。

事实上， 早在 2015 年 7
月， 国家税务总局就发布了
《关于加强网络红包个人所

得税征收管理的通知》，其中
对网络红包收税的问题进行

了明确界定， 规定企业红包
需要收税， 个人间互发的红
包不需要收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 从性质上
看 ， 企业发放的网络红包 ，
属于公告所指礼品的一种形

式 。 因此 ，网络红包的征免
税政策按照公告规定的礼品

税收政策执行 ，即企业发放
的具有中奖性质的网络红

包 ，获奖个人应缴纳个人所
得税。

随着使用网络红包的场

景越来越多， 如何做好税收
监管？ 成为一个不小的难题。
专家指出，发放、接受红包在
技术上虽有迹可循， 但发红
包的目的却难以把控， 这些
都需要从制度、 法律上严密
相关规定。 通过加强网络红
包监管， 让逃税漏税和利益
输送无处遁形。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商品折扣折让不征税
此次规定列出了几种例

外情况： 具有销售折扣或折
让性质的网络红包， 不征收
个人所得税。 此外，需要缴税
的网络红包仅包括企业向个

人发放的网络红包， 不包括
亲戚朋友之间互相赠送的网

络红包。
有专业人士分析称 ，如

某商家在电商平台做推广活

动，通过 APP(应用程序)向用

户发放 10 万元红包，根据规
定应按照“偶然所得”项目计
算缴纳个人所得税，税款由派
发网络红包的企业代扣代缴。
因此， 商家发放的 10万元红
包有 2种解决途径，一是商家
承担个税，10 万元还原成税
前金额 12.5 万元，按“偶然所
得”代扣个税 2.5万元，商家实
际发放红包 10万元； 二是由
广大用户承担个税，商家代扣

代缴个税 2万元，扣完个税后
发放 8万元红包。

根据规定，天猫、京东等
电商平台在 “双 11”“6·18”
期间推出的满减活动 ，则是
个人因购买该企业商品或

服务 、达到一定额度而取得
企业返还的 ，属于企业销售
商品 (产品 )或提供服务的价
格折扣 、折让 ，不征收个人
所得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