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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整治“屏蔽外链”问题

腾讯字节阿里
相继回应

昨日上午，国新办举行“推进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助力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布会，再次谈到关于整治互联网平台

“屏蔽外链”问题。会后，腾讯、字节跳动、阿里巴巴相继对此
作出回应。

字节跳动表示，保障合法的网址链接正常访问，是互联网
发展的基本要求，事关用户权益、市场秩序和行业创新发展。
字节跳动将认真落实工信部决策。我们呼吁所有互联网平台
行动起来，不找借口，明确时间表，积极落实，给用户提供安全、
可靠、便利的网络空间，让用户真正享受到互联互通的便利。

阿里巴巴集团表示，互联是互联网的初心，开放是数字生
态的基础。阿里巴巴将按照工信部相关要求，与其他平台一
起面向未来，相向而行。

此前腾讯称，我们坚决拥护工信部的决策，在以安全为底
线的前提下，分阶段分步骤地实施。 中新

从吴亦凡事件到国家税务总局公布郑爽偷逃税案件
处理结果，再到视频网站一夜之间下架赵薇影视作品
……中国娱乐圈正在进行的清朗行动，是针对娱乐圈存
在已久的“饭圈”乱象进行的一场持久整治，动作之大前
所未有。

记者注意到，近日一些明星工作室或相关企业已陆
续注销。启信宝数据显示，2021年1-8月，累计近400家
明星相关企业已注销。

“一方面，国家正在对不诚信或不守法的明星进行统
一治理，很多明星为了避免被波及选择注销工作室或相
关企业；另一方面，此前一些工作室、企业注册的主要目
的就是避税，如今已经起不到相应的作用，所以尽早注销
掉，避免麻烦。”律师王光英对记者表示。

今年上半年，自郑爽被前男友张恒举报存在偷税漏
税行为引起轩然大波后，其带来的“蝴蝶效应”和后续国
家整治娱乐圈一系列动作就从未停止。

启信宝数据显示，2021年至今，明星工作室数量呈现
逐步下降的趋势。今年1月，处于存续状态的明星工作室
为945家，到了今年8月底，存续的明星工作室数量仅为
853家。2021年1-8月，明星工作室累计注销104家，新
增仅3家。

在今年8-9月，共有乔衫、祝绪丹等13位明星注销了
旗下的工作室，这些被注销的明星工作室主要集中在浙
江、上海、江苏等地。

如果将统计范围扩大，2021年1月-8月，明星相关
企业注销数量高达378家，新增139家。截至2021年8
月，明星相关企业存续数量为6387家。其中，2021年4
月、6月、7月均为明星相关企业注销的高峰期，仅今年6
月，明星相关企业注销数量就高达85家。

今年4月，在相关部门表示要严查郑爽税务问题之
际，多个明星工作室被注销就曾引发关注。据不完全统
计，今年涉及关联企业注销的明星包括魏大勋、邓超、唐
嫣、沈腾等。

明星扎堆注销相关企业并非娱乐圈首次。早在
2018年，因范冰冰事件引发的影视圈“税收地
震”，曾让当时被称为“避税天堂”的霍尔果
斯在两个月内就有超 100 家公司注

销。当时，包括徐静蕾、冯小刚等在内的明星、导演都忙
着清理旗下在霍尔果斯的公司。

“一般大批量注销的核心原因是影视圈及明星税收
征管加强。如果一家企业能够拿到完税证明，在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把公司注销掉，一定程度上说明这家公司纳
税是符合法律程序的；如果企业是走简易注销程序注销
公司，虽然不需要开具完税证明，但公司全体投资人要对
公司的债务承担全部偿还义务。”王光英表示。

如果存在税务问题，注销公司就能逃避吗？王光英
强调，如果税务机关已经对纳税情况产生怀疑或者立案，
有权进一步调查，这种情况下即使注销企业，税务机关也
仍可追本溯源进行追缴和处罚。

每经

邓超、唐嫣、沈腾……

今年近400家
艺人企业注销

律师：尽早注销，避免麻烦

未享受与全日制研究生同等待遇

部分“非全日制”研究生求职仍受限

A股延续分化，创业板跌逾1%

沪指三连涨
昨日三大指数开盘涨跌不一，午后延续分化走势，沪指横

盘震荡，科创50指数盘中跌近3%。上证综指继续飘红，实现
三连涨。元宇宙概念、游戏股再度大涨，沪深两市成交额连续
第39个交易日突破1万亿元。

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0.33%，报3715.37点。深证成指
跌0.45%，报 14705.83 点。创业板指跌 1.17%，报 3194.27
点。

沪深两市个股涨多跌少，逾2500只交易品种上涨。
盘面上看，磷化工、元宇宙、草甘膦等板块领涨两市。景

点及旅游、酒店及餐饮、MCU芯片等板块跌幅居前。煤炭、有
色、钢铁等周期板块午后涨幅扩大。

北向资金方面，北向资金全天净流入超3亿元，其中沪股
通流入超12亿元，深股通流出超9亿元。 综合

SOHO中国
“卖身”再次失败
昨暴跌超30%，市值蒸发超60亿港元

昨日，SOHO中国开盘即暴跌，跌幅一度达到40%。截
至收盘，SOHO中国跌幅为34.57%，股价报2.29港元，总市
值119.07亿港元，蒸发了62.88亿港元（约52.1亿人民币）。

9月10日，SOHO中国发布公告，黑石集团决定不就收
购公司股权作出要约。

公告称，就此前高盛代表黑石集团收购本公司全部已发
行股份的要约，鉴于目前满足先决条件的进展不足，各方在咨
询执行人员后决定并一致同意不作出要约。

6月 16日，黑石集团正式发出全面收购要约，拟投资
SOHO中国有限公司以取得其控股权，收购价格为每股5港
元，总额236.58亿港元（约 196.2 亿人民币）。交易完成后，
SOHO中国继续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而潘石屹和张欣
将从SOHO中国董事会退任，不再担任执行董事，黑石集团
将向董事会提名新的执行董事。

8月6日，SOHO中国发布公告称，与黑石集团交易，获市
场监管总局正式立案审查。

如今，随着SOHO中国一纸公告，这一笔近200亿元人
民币的交易告吹。

这并不是SOHO中国首次试图“卖身”。
早在2020年3月，就有消息称黑石集团正与SOHO中国

就私有化进行谈判，交易价值40亿美元（约258亿人民币）。
2020年3月11日晚间，SOHO中国发布公告称，公司在与海
外金融投资者洽谈，以探讨进行战略合作的可能性，其可能导
致公司全部已发行股份作出全面要约。

然后此次黑石收购，这已是SOHO中国两年内第三次试
图“卖身”。

历经一年多，潘石屹还是决定将SOHO中国卖给黑石。
不过196亿人民币的售价，与一年前的258亿人民币相比缩
水超20%，可见潘石屹套现愿望之强烈。

不过，经历“反垄断审查”小插曲后，潘石屹这次清仓计划
还是没能如愿。随着9月10日一纸公告发出，SOHO中国这
场再次“卖身”惨淡收场。 每经

据新华社电 近日，有群众在国务院“互联网+督查”
平台反映“非全日制”研究生在就业中遭遇不平等对待。

根据线索，国务院第八次大督查第十一督查组在广
西壮族自治区发现，“非全日制”研究生遭到不平等对待
的现象的确存在，需要多方共同努力营造平等环境。

部分“非全日制”研究生遭招聘限制
2016年，为推进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协

调发展，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统筹全日制和非全日制
研究生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自2017年起，全日制和

“非全日制”研究生由国家统一下达招生计划，考试招生
执行相同的政策和标准，培养质量坚持同一要求，学历学
位证书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和相同效力。

2020年2月，教育部、中组部、人社部、公安部、国资
委等五部委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非全日制研究
生就业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及
国有企业公开招聘中，对不同教育形式的研究生提供平
等就业机会，不得设置与职位要求无关的报考资格条件。

督查组发现，在部分省份，“非全日制”研究生与全日
制研究生相比，在就业中仍存在不同待遇：

——部分事业单位、企业招聘只青睐全日制研究
生。广西某高校“非全日制”研究生小吴告诉记者，他在
求职时发现不少岗位自己不能报考。

督查组发现，2021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江滨医院等招
聘公告明确要求“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

——一些地区“非全日制”研究生待遇不及全日制研
究生。在广西钦州市、北海市面向全国的招聘公告中，明
确规定一些补贴只给全日制研究生；桂林市、南宁市、玉
林市则以内部文件的形式，将一些补贴限制在全日制研
究生范围内。

问题出现有多重因素
督查组认为，造成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
——部分用人单位不认可“非全日制”研究生学历

“含金量”。广西某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许多高校的全
日制和“非全日制”在录取方式上有差异，两种研究生的

“含金量”不一样。不少用人单位认为，“非全日制”研究
生在学业水平上不及全日制研究生。

——有关政策没有规定。根据2013年财政部、教育
部《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学业奖学金
范围覆盖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内的全日制研究生，该办
法没有提及“非全日制”研究生奖学金相关事项。

督查组发现，有高校不给“非全日制”研究生提供平
等的出国交流机会。例如，某高校官网上公开的文件显
示，对出国交流资助的要求为，“同等条件下，优先资助全
日制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