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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常态化精准化监管，
加强内容监管提高控污能力

据了解，我国针对网络直播平台监
管出台过多个规定。2016年11月，国家
网信办发布了《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
定》，要求从事直播的平台需持有《信息
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 并提出对
主播实施“实名制+黑名单”措施，直播
平台要对直播内容进行审核监管。此
外，相关部门也开展了网络直播平台专
项整治行动，查处和取缔了一批违法网
络主播和直播平台，有效遏制了此类违
法行为蔓延。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得伟君尚律师
事务所首席执行合伙人蔡学恩认为，鉴
于未成年人的特殊心理和行为模式，应
当特别设立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
信息监管机构，这将更加有利于对未成
年人的保护。同时，他还建议明确未成
年人网络保护监管机构及其职责。

今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针对当前
网络上的一些不良信息泛滥,代表们建
议， 随着互联网信息量的爆炸式增长，
网络管理部门、工商管理部门、公安部
门等要积极承担起监管责任，建立技术
监管体系和备案登记制度，政府要将不
同监管主体的作用发挥出来，发挥互联
网协会等行业组织、社会公众的监督作
用，一旦发现网络污染，立即向主管部
门举报，由主管部门予以惩戒。

约谈、整改、下架，今年以来，主管
部门频出重拳， 给一路狂飚的网络视
频行业踩下了“急刹车”。

2月，国家网信办会同工信部关停
下架蜜汁直播等10家违规直播平台；

3月，新闻出版广电部门要求网站
不得擅自对原创视听节目作重新剪
辑、重新配音、重配字幕；

4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网
信办先后责令今日头条、快手整改。火
山小视频整顿、内涵段子被永久关停。

■综合新华社、央广网、法制日报、
中国青年网、南方都市报

中国正在从网络大国迈向网络强国，应该为公众提供什
么样的互联网视听内容，成为摆在监管者和所有从业者面前
的一道严峻考题。

针对网络视频存在的乱象，复旦
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沈
逸说：“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在网络
空间的行为，包括商业创新，都必须
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

目前，部分网络视频平台已经给
出了整改措施。抖音表示，将进一步
提高内容审核标准， 将6000人的运
营审核队伍扩大到10000人， 并且
增加权威媒体内容的分发。 近日，抖
音正式上线第一期反沉迷系统，包括
时间提示功能和时间锁功能。当用户
连续使用90分钟后， 抖音将以文字
形式提醒用户注意时间，另外，一旦
单日使用时长累计达到2小时，系统

将自动锁定，用户需要重新输入密码
才能继续使用。快手则与浙江大学合
作定制“内容管理操作手册”。

“直播的技术浪潮刚刚兴起，行
业的发展不可限量， 从长远来看，此
次整治行动对主流视频网站也是一
次巨大的机遇，那些利用低俗内容吸
引流量快速扩张的企业将失去生存
空间。” 欢聚传媒有限公司战略顾问
陈洲说。

业内人士指出，在经历了飞速发
展和乱象整顿后，网络视频的未来发
展存在无限潜力。事实上，网络视频
也并不只是“秀场表演”，其在政务、
公益等方面仍有极大的价值空间。

网络主播的收入是否应该纳税？
网络直播乱象如何监管？今年广东省
政协委员、 来自香港的朱颖恒提出：
如果网络直播算一个真正的职业，应
该对主播收入征收税费，这样才公平
公正。他认为，对网络主播实行职业
认定，科学统计网络直播收入，同时
加强对网络直播平台与主播的税费
征管。

朱颖恒也认为，主播和平台为获
暴利，容易走向低俗暴力色情化，“但
惩罚力度目前还是不够，相当于变相
纵容了这种行为。”

几乎没有主播主动缴纳个税“如
果网络直播算一个真正的职业，应该
对主播收入征收税收，这样才公平公
正。”朱颖恒认为，网络主播依托于大
型直播平台的海量粉丝，获得了远高
于一般工种的收益。

朱颖恒抛出一组数据，有调查显
示， 约有35%的全职主播月入高于

8000元， 其中6.6%更高于30000
元，更有当红主播动辄月收入数十万
数百万。

朱颖恒直言，网络主播纳税意识
薄弱， 主播的收入有将近30%被平
台抽走，为了保持足够的利益，几乎
没有主播会主动缴纳个税。 在他看
来，网红纳税是给网络主播一个正当
行业身份的象征。

打赏的资金来去缺乏监管“送礼
物、送积分没有制度监管，如果继续
放任，甚至可能沦为洗钱或其他违法
用途”。朱颖恒认为，网络主播收入来
源复杂，监管有所缺失。

朱颖恒补充道， 要成为主播，只
需要自行下载相关直播软件，按程序
注册，签订电子协议。“绝大多数主播
都没有注册自己的公司，收入通过个
人账户进行转账，税务部门根本无法
监管。”

商业创新不能“无底线”，严监管“护航”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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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欧美发达国家的互联网也
不清净。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各
视频平台在2016年至少放出了40部包
含严重不良信息的直播内容。去年4月，
一男子网络直播枪杀路人后，发布平台
“脸书”也成为众矢之的。

2015年法国政府宣布，互联网公司
将需要为在其平台上发布的违法内容
负责。 德国规定，2018年起网络平台必
须在7天内删除用户举报的非法内容，
24小时内删除或屏蔽违法言论，否则将
面临最高达5000万欧元的罚款。

他山石 国外对网络直播管控严格

网络视频乱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