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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曾经有过很长时间的争议。实务中为减少会计与税法

的差异、便于后续管理，税收上往往不允许按加速折旧扣

除。

不允许按加速折旧税前扣除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因

为加速折旧主要是作为税收优惠政策减少税收利润，即

应纳税所得额，在会计利润的核算上，企业可以继续按照

预计的固定资产使用年限，采用直线法或其他折旧方法

计提折旧，可以与税收折旧政策不一致（当然也可以选择

与税法一致，这需要基于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

针对这一问题，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年第29号首
次进行了明确规定，即“企业按税法规定实行加速折旧

的，其按加速折旧办法计算的折旧额可全额在税前扣

除”，也就是说，不必看其会计上是否已按加速折旧进行

处理。不过该公告只提到实行加速折旧的税前扣除，那么

会计上没有采取缩短折旧年限的处理，税收上是否可以

按缩短折旧年限政策计提的折旧额全额在税前扣除呢？

笔者认为，应该参照执行。因为允许符合条件的固定资产

缩短折旧年限，和采取双倍余额递减法或者年数总和法

的加速折旧方法一样，都是作为一种税收优惠政策赋予

企业的，与前述第二种情况所述会计折旧年限长于税法

最低折旧年限的情况不同。另外，笔者认为缩短折旧年

限，实际上也是一种特殊的加速折旧方法，理应同等对

待，即不必受会计上是否已采用缩短折旧年限处理的限

制。

据此，例 3中该企业会计 10中每年计提折旧 22.8万
元（240×95%÷10），而税法 6年中每年计提折旧 38万
（240×95%÷6），前 6年每年纳税调减 15.2万元，后 4年每
年进行相应的纳税调减 22.8万元（详见下表，单位：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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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事项

会计折旧额（1 ~ 10年）

税法折旧额（1 ~ 6年）

纳税调减（1 ~ 6年）

纳税调增（7 ~ 10年）

2×15 ~ 2×20年

22.8

38

15.2

2×21 ~ 2×14年

22.8

0

22.8

合计

228

228

91.2

91.2

一、导言

稿酬之说，由来已久。自古便有“以财乞文，俗谓润

笔”的讲法。近代，由严复倡议、沈家本起草的《大清著作

条例》的颁布，更意味着稿酬、版税制度的基本确立。虽说

后来经历文革，版税制度即被废除，但到了 1990年 9月 7
日，争论十年之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终于通

过，稿酬制度还是被保留了下来。从这一百年的稿酬制度

的变迁中可以发现，稿酬制度变化频繁，不仅与现实经济

息息相关，更与意识形态密不可分。

到了 21世纪，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开启了一个大数
据时代。到目前为止，中国互联网是全球的第一大网，网

民数量最多，联网区域最广，百度、腾讯等中文网络影响

全球。截至 2013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6.18亿，全年共
计新增网民5 358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5.8%，较2012年
底提升 3.7个百分点；手机网民规模达 5亿，较 2012年底
增加8 009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由2012

对网络稿酬个人所得税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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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1世纪，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互联网成为全球第一大网，网民数量急速飙升。互联网的出现
创造出一个有别于现实世界的虚拟空间，所有东西在网络世界被重新定义，网络文学也在这个背景下应运而生。由

于网络文学是当今文学一脉的新分支，在税法中还未明确它的定义，网络稿酬始终被归为劳动报酬一列。但从网络

文学的实质来看，发表网络文学所取得的收入应归入稿酬项目更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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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的74.5%提升至81.0%。剔除掉年龄因素的影响，几乎
每一个适龄的中国人都已经成为网络大军之中的一员，

都已经深切感受到了网络时代给所有人的生活带来了什

么样的变化。可以说，互联网的出现，恰是在现实世界之

外构建起了一个全新的虚拟世界，而在这个虚拟世界里

所发生的一切，又都将如此深切地改造甚至决定着未来

的现实。在这个由虚拟与现实不断交融而延伸出来的崭

新世界里面，所有曾经被认为万古而不易的东西，都将被

重新审视、重新检校、重新组合、重新被赋予不同的秉性

与特质。作为文学之中一脉分支的小说，自然更是概莫能

外，于是网络小说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了。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32次统计报告》：
截至 2013年 6月底，我国网络文学网民数为 2.48亿，较
2012年年底增长了1 493万人，网络文学已成为文学市场
的一股重要力量。而手机网络文学网民数达到了 2.04亿，
较 2012年年底增长了 2 185万。手机的便携性，使阅读能
够随时随地进行，更是满足了现代人碎片化阅读的需求。

网络文学在现代人中的普及率为52.9%，已经成为现代人
重要的阅读和娱乐方式。

现如今，网络文学越发兴旺，在数量和规模上得到极

大扩张。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范围内的中文文学网站已

超过 4 000家，而国内的汉语原创文学网站也已超过 500
家。作为中国目前最大的原创文学网站，起点中文网现今

就存有原创作品22万部，总字数超过 120亿，日新增3000
余万字，网页日浏览量（PV）已高达2．2亿次。当前的文学
格局早已变幻成主流文学、图书市场文学和网络文学三

分天下的格局，网络文学借着网络的东风，成为文学落寞

时代的“弄潮儿”。

虽说网络的发展促进了网络文学的进步，使它不再

局限于纸墨之间，但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之间依旧存在

着很大的差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网络文学并没有被主

流社会所承认，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稿酬的纳税方式。

二、网络稿费收入与税法中的稿费收入的比较

在个税的相关法规中，稿酬的定义非常清楚，“稿酬

所得，是指个人因其作品以图书、报刊形式出版、发表而

取得的所得。”就字面来看，只有图书、报刊的形式才叫报

酬，网络形式并没有包括在里面。反观劳务报酬的定义，

“指个人从事设计、装潢、安装、制图、化验、测试、医疗、法

律、会计、咨询、讲学、新闻、广播、翻译、审稿、书画、雕刻、

影视、录音、录像、演出、表演、广告、展览、技术服务、介绍

服务、经纪服务、代办服务以及其他劳务取得的所得”。这

里的个税范围就特别广泛，包括了“其他劳务取得的所

得”。对于网络文学，官方至今没有对它的纳税形式进行

规定，这就使得所有的网站都默认以劳动报酬来计算写

手的个税。

但在笔者看来，以这种方式来计算网络稿酬是不太

恰当的。将网络文学按劳动报酬所得纳税就是不合理的。

何为劳动报酬？税法的解释是“个人独立从事各种非雇佣

的各种劳务所取得的所得”。从定义上来讲，似乎网络文

学理所应当算作劳动报酬所得。但是这对网络文学是不

公平的。稿酬所得之所以能独立存在于个人所得税税目

中，主要就是考虑了出版、发表作品的特殊性，考虑了文

学作为精神文明的特殊意义。“第一，它是依靠较高智力

创作的精神产品；第二，它具有普遍性；第三，它与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密切相关；第四，它的报酬相对偏

低。因此，稿酬所得应当与一般劳动报酬相区别，并给予

适当的优惠照顾。”以上是《税法》对稿酬的解释。如此说

来，网络文学就不应该被排除在稿酬所得之外。

首先，网络文学本来就是写手的原创作品，能够受到

读者的追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其价值的肯定。我

们不能因为一些偏见而否定它们的价值。更何况，像《成

都，今夜请将我遗忘》、《明朝那些事儿》等网络写手的作

品早已经被正统文学所承认。

其次，网络文学的依托平台就是互联网。到目前为

止，网络媒体的强势覆盖令网络文学占领了社会阅读圈

的半壁江山。可以说，哪里有互联网，哪里就有网络文学。

除此之外，撇开那些过于低俗的文学产品，从网络作品中

或多或少可以看出作者想要表达的对社会的思考和反

思，又或者将作者对历史的了解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表现

出来。当年火热一时的《明朝那些事儿》就是典型的例子。

一如白话文的推行，网络文学的盛行便是这个时代的必

然产物。许多作家其实完全可以将他们的作品投向出版

社。但是，现在不是一个人人书本在手的时代，而是一个

人人手机在手的时代。以网络方式推行作品，是当代新型

又便捷的方式。谁能拥有更多的读者，谁就能屹立于网络

时代的巅峰。

如今，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的时刻，但高发展也意味

着高压力，生活压力时时刻刻都逼迫着城市里的人们。网

络作品的出现，可以说是人们释放自身压力的一种方式。

看看我们的邻居——日本，其动漫文化的盛行与动漫自

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之后就作为日本民众的心灵寄托不无

关系。动漫产业早已成为日本的品牌产业，也许网络文学

在未来也会成为中国的标志性产物。

综上所述，网络稿酬收入与个税中稿费收入在性质

上其实并无区别，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网络文学是以网

络的形式发表作者自己的作品。而网络形式至今还未被

税法纳入稿酬纳税的范围，这也许就是网络稿酬有别于

稿酬收入的根本原因吧。

三、网络稿费收入的征税规则

对于网络写手来讲，他们的获酬方式不同于一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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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酬方式。网络写手的收入主要来源于电子版权收入和

无线版权收入。

电子版权是指写手根据与书站签订分成协议，作品

在书站的收藏达到一定数量后，就可以上架售卖。纵横中

文网、创世中文网等书站也会根据写手的影响力和小说

质量，以千字 10元到数千元不等的价格和写手签订买断
协议。而无线版权收入则是书站将一部分优秀作品放在

手机阅读基地进行销售而获得的收益，这一部分收益主

要来自手机用户。起点、纵横、17k、晋江等各大书站的藏
书累计已达上百万部，但其中真正能赚到钱的只占很小

的一部分。无数签约或者成绩不好的写手都惨遭“扑街”。

在唐家三少、月关、当年明月等神级写手的身后都躺着无

数个“炮灰”。再加上盗版的出现，真正愿意花钱买书的读

者仅占少数，这就导致普通的网络写手的收入更是少得

可怜。

我国至今还未将网络文学按稿酬所得征税，而将其

按劳务报酬所得来缴税，这就导致网络小说作家必须按

个税的20%税率缴税。实际上，按劳务报酬纳税，税费会比
较高，一般来说是：（报酬-扣除费用）×适用税率，其中“扣
除费用”的标准为：4 000元以下，扣800；4 000元以上，扣
20%。适用税率有几档，一般为20%，所得超过20 000元为
30%，所得超过 50 000元为 40%。而按稿酬计税就比较划
算，一般来说是：（报酬-扣除费用）×20%×70%，其中“扣除
费用”的标准为：4 000元以下，扣 800；4 000元以上，扣
20%，税率是 20%。还有个优惠，再按 70%纳税，换算过来，
就是以14%的税率缴税。这导致两种纳税形式之中存在了
6%的差距，可以说写手所得的网络稿酬越多，他所需要缴
纳的税款也越多。

以上种种因素都大大压缩了网络作家的收益空间。

因此，网络小说的作者一般都是高产作者，有些依靠稿酬

生活的作者通常几个月就要写一本书。即使是千字 50、
100元的作者，为了维系生活，也都要拼命地写书，甚至出
现网络写手因熬夜赶书去世的新闻。网络写手为何要如

此拼命呢？

在采访中，就有网络写手解释：“虽然每天更新多少，

没人限制你，但是你不更新，自然有别的作者更新，而且

人家质量并不比你差，那读者对他的拥戴就多过你。于是

你想拼，就多更新，这是个无解的死循环。”可以说网文界

竞争相当激烈，百舸争流，不进则退。更何况当下网文稿

酬太低，读者阅读一千字只需付两三分钱，其中的 30%还
要付给网站，导致很多写手要拼命写更多。我们把这个叫

做码字。

写书和码字是两码事，码字不过是在凑字数，而写书

确实要字字斟酌，花费极大的心血。但是为了生活，作者

只能高产作品，更有甚者，为了吸引大众眼球，就加上一

些狗血情节、色情内容。这些行为造成的不良后果就是网

络文学作品质量的良莠不齐。这也是网络文学被大众视

为流俗之作的原因之一。长此以往，网络文学终将凋零，

真的好的作品也会消逝为一堆数据。

四、结论

时代在变化，新行业的产生、新产品的出现，也意味

着我国征税范围需要扩大，征税形式需要改革。2005年，
非典的肆虐让淘宝看到了商机，从此电商行业开启了它

的“电商时代”。到目前为止，淘宝一年的交易额就已达到

1万亿元，是除却央企之外，首个进入“万亿俱乐部”的民
营企业。淘宝的税收问题也已被看作是老生常谈，在平台

商不介入的前提下，淘宝网600万小卖家的税收问题将难
以解决。一方面自主营销型电商企业每单都在缴税，另一

方面淘宝网的卖家却无人纳税，这对于其他电商企业而

言难言公平，国家应在这个方面予以统一对待。我国税法

大部分内容还是1950年所制定的，存在着很多漏洞。事实
上，在税法初步制定时，国家也并未想到未来会有如此之

多的新型产业崛起。目前，国家针对这一现象也开始探讨

“电商税”的实施方案，及时对这些新型产业进行合理纳

税，保证其与其他企业一同站在公平的起跑线上。

税法需要根据现实情况进行修改，这才能保证税法

真正地落到实处，以民为本。当前，无论是“营改增”，还是

个人工薪所得免征额由 2 000元提高到 3 500元，这种种
都在说明，税改始终在于关心民生、关注民意。那么对于

陈旧不变的网文纳税情况，国家也应该结合实际改变它

的纳税方式。

目前的网文收费情况，写手都是月结收费。如果是 1
000元的稿费，写手就要缴纳40元税款；如果是2 000元的
稿费，就要缴纳240元的税款，这其中的差距可谓之大。如
果仅以撰稿为生，怕是真的要笔不停辍。但是如果改成

14%的税率，2 000元的稿费就可以少缴纳72元的税款。稿
费越多意味着优惠的力度也会更大。希望国家能够早些

将网文稿酬纳入稿酬所得中，对于那些以此为生的网络

写手来讲，不可谓不是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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