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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互联网企业应在其收入来源地的司法管辖区缴税
 
互联网宽频是公共之物，售予追求盈利的企业之余，也要确保其利益与社会共
享，而不是单单由一些富者私有化
 
如果互联网公司不参与及投入社会成本，其商业模式所依赖的公共基建和公民社
会将会恶化

近几个月来，决策者和公众对于一些全球最成功的科技公司愈感不满。从在美国大选期间散
播「假新闻」的愤怒、到欧洲涉及不公平竞争和避税而引起的投诉，本周沸沸扬扬的
Facebook泄露门更导致该公司市值兩日蒸发500亿美元。1愈来愈多迹象表明人们对于这
些大型技术创新者开始失去耐性。这些批评的核心在于，大型科企的商业模式依赖于「积极
的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y）──这不是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却为他们带来极大好
处。 在这种情况下，俗称为FANGs的Facebook、Amazon、Netflix和Google这些公司2

靠互联网来取得极大的成功，同时却将互联网这种公共之物私有化。

「FANGs 」企业靠互联网取得成功，同时却将互联网这种公共之物私有化。

当然， FANGs与其他科技企业，都有出色的创意，但若没有相关的基建让它们接触到世界
大多数的人口，他们的想法再怎样创新也毫无价值。 试想一下Facebook在一个荒岛上营
运，无法连接任何人……恐怕这不会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商业案例。但事实是这些公司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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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依赖公共基建，却没有将其部分利润回馈社会。由于知识产权是公司的主要资产，许多公
司选择在偏远、低税率的地方注册。它们的业务在某一些地方取得成功，但它们却将利润拨
到另一个地方。 这些互联网业务所在的社会，也承担着这些公司所产生的其他成本，例如
传统零售业务持续被淘汰 ，媒体和电信行业的动荡、以及广告和营销价值链的中断等。 当
然，颠覆老旧的商业模式，不一定是坏事。 然而，政府却要接手解决这些问题，例如支援
失业人士，而政府却没有得到科技巨头的帮助。

社会正在承受互联网公司成功背后所带来的成本，包括支持失业人士。

一直以来，这些公司都为一小撮风险投资家、创始人和IPO参与者带来巨大财富，并加剧了
收入不均的问题：世界上大多数人正在为生活苦苦挣扎，收入甚至有所缩减，但有一小撮人
的财富却日益丰厚。当然，这个问题并非由科技公司一手造成，但他们肯定没有帮助解决问
题，而不平等现象正是造成现代政治日益分化和社会变得脆弱的主因之一。 那么我们如何
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有两个建议：

◾ 首先，科技公司从哪一个国家获得收入，就应向该国缴付利润税。科技公司的客户在哪里
生活，就应得到相关的税收──而不是像现在的许多科技公司，搬到其他人口稀少的地区注
册。或许是感受到舆论风向的吹袭，最近Facebook便宣布计划在其用户活动的所在地缴
税。

◾ 其次，依靠公共基建的科技公司，应该参与及协助社会维持基建，而不仅仅是缴纳一般的
税收。 公民社会的正常运作，是其商业模式的可以扩展并获利的原因。一个实际的做法，
是每年举办一次互联网宽频的拍卖。部分拍卖收益将用于网络维护，以及用于这些公司所依
赖的基建设施：交付道路、负责裁决的法律制度和保护消费者的法规。

依赖公共基建的科技企业，应该有份参与及协助维持社会基建，例如透过宽带
拍卖来达到这一点。

与无线电波频谱的拍卖不同，互联网宽频的拍卖，须确保搜索功能、市场和发布平台变得更
具竞争力。 网络的使用应该向提供这些资源的社会作出回馈，而非完全私有化。针对目前
的垄断情况，拍卖也将确保有一定的竞争力。 愿意进入市场、将更多利润回馈社会的竞争
者，有机会颠覆那些试图为自己保留太多利益的现有参与者。 现有的公司显然会比新参与
者拥有更大优势，但至少会有一种机制来限制他们从公共基建中获利的能力。 最后，具有
创见的创新性公司除了令经济变得更具效率，由于它们的商业模式依赖社会基建，因此也应
该对社会贡献更多，这才能维持一个社会的稳定发展。

1.http://big5.china.com.cn/gate/big5/news.china.com.cn/world/2018-03/22/content_50735676.htm，截至2018年
3月22日
2.  以上所指出及描述的部分或全部的证券或可能代表客户帐户中持有的证券。读者不应假定所指的证券曾经或将会带来盈利。
所述的证券及公司并不代表为客户购入、销售或推荐。每个客户实际的持股并不相同。 FANG是华尔街和许多投资者中广泛使
用的缩写,它代表四家高绩效的大型科技公司 -Facebook, Amazon, Netflix和Google(现在公司名字是Alphabet),这些都是家
喻户晓的名字。

除另有注明外，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安联投资，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Insights, Volume 10, Issue 3，截至２０１8年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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