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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现行的环境治理方法来看，主

要采取的是征收环境费的方法。环境费从

总体上分为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补偿费

以及向环境中排放污染物、利用环境纳污

能力的排污费两种。目前开征的资源补偿

费主要有：矿产资源补偿费、水资源补偿

费等。开征的排污费，主要包括：超标排污

费（主要包括超标废水、废气、二氧化硫收

费、废渣、噪声、放射性废物）、废水排放收

费和环保部门的 “四小块”收费（新建项目

一年后未达标的收费标准增加一倍，排污

缴费不及时的滞纳金，对有关超标的罚

款，以及缴费 ! 年后仍未达标的提高收费

"# ）三部分组成。

一、现行环境费存在的问题分析

$% 收费所指向的对象不合理

资源补偿费征费范围过窄，仅包括矿

产资源、水资源，而其他如：生物资源、大

气等没有纳入征费范围。对浪费最严重的

小型企业 （主要是乡镇、村和私人企业），

由于量多面广，往往鞭长莫及。这不仅违

背了保护自然资源的初衷，而且造成了市

场条件下的不平等竞争。

&% 收费标准不合理

我国现行的资源补偿费是按销售收

入的百分比或者按矿产资源销售数量实

行从量征收的办法。这不仅难于反映资源

的稀缺程度，也达不到节约资源的目的。

从理论上看，收费标准不应低于污染防治

费用 （环境成本），否则厂商宁愿交纳排污

费而不会积极治理污染。我国现行的排污

收费标准是 $’(( 年环保部门和物价局协

同制定的，远远低于治理污染成本。

!% 征收管理和资金使用存在的问题

一是排污费征收成本高，征收效率

低。相当一部分环保费被环保部门用来维

持其机构的经常性开支。二是排污费和资

源补偿费的收入主要归地方财政，中央财

政不参与排污费和资源补偿费的分配，因

而也削弱了国家对排污费的调控能力。三

是排污费的征收阻力大。排污收费不具有

完全的强制性，立法基础薄弱，权威性

差。

从资金使用上看，一是资金用于环保

部门自身建设的比例过大。二是资金最终

使用方向不确切。在资金返还给企业后，

多数被用作生产发展资金，只有少数真正

用于治理污染。

二、费改税的可行性和适用范围分析

$% 税收介入环境保护的经济学分析

在本世纪 &) 年代初，英国著名经济

学家庇古首先提出了 “矫正税”，即 “庇古

税”。在价格不能传递为获取效率所必须

的正确信息的情况下，政府就应对此实施

干预政策，制定一个人为的价格，即对造

成的污染征税，以消除社会成本和私人成

本之间的差距。

通过污染税产生以下效果：!污染税

使污染者的边际私人成本等于边际社会

成本，使其面临了真实的社会成本和社会

收益。"政府征收等于污染的外部性成本

的税，迫使污染者抑制其过度产量，实现

资源的有效配置。

&% 税收具有比较优势

税与费的强制程度不同，与税收相比

之下，收费更易引起厂商或个人与政府之

间的讨价还价和寻租的出现。而且收费一

般依据的是部门或者单位的规章、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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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其法律地位和经过人大通过的税收是

难以相比的。费的征收具有明显的滞后性

的特点原因主要在于我国现行的排污收

费制度并不能对企业的投资方向、技术手

段的选择提供明显的激励，因而不具有较

强的防止污染的目的。

&’ 实行环境费改税的现实考虑

利用环境税收，可以实现国家对开

发、利用、破坏、污染环境资源的行为进行

调节的需要，而支付环境费则体现一种交

易关系，即对从国家那里获得环境资源

（包括环境自净能力资源）的所有权，特别

是使用权所付出的代价。因此，从实现环

境保护的目的和意图上说，实行环境税

收，更有利于国家利用经济手段来实现自

身的政策目标。

当然，同清费立税的精神实质一样，

费改税并非是将所有的环境收费都改革

成环境税收。究竟是选择环境税还是环境

费，还应结合当前市场、技术、管理机制等

诸多客观因素进行成本—效益分析，选择

最具效率的收入筹集方式。从实践上看，

对那些费基比较小而且又不稳定、征收技

术要求比较高的污染因子，更适合于采用

较为便捷灵活的收费方式。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

我国经济交往的深入，我国严峻的环境形

势对我国税制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建立

和完善我国现行的环境税收制度，应该成

为我国下一步税制改革的方向和要求。

三、对策建议

$’ 开征专门的环保税

!水污染税。水污染税以我国境内的

企事业单位、经营者排放的含有污染物质

的废水为课税对象。以排放废水的单位为

纳税人。对排放的废水，应以实际排放量

为计税依据，实行从量定额课征。对于实

际排放量难以确定的，可根据纳税人的生

产设备或实际相关指标测算其排放量。同

时应根据废水中各种污染物质的含量高

低来实行具有累进性的定额税率，使税负

与废水污染物质的含量呈正相关变化。

"空气污染税。空气污染税以我国境

内的企事业单位及个体经营者的锅炉、工

业窑炉及其他各种设备、设施在生产活动

中排放的烟尘和有害气体为课税对象。以

排放烟尘、扬尘和有害气体的单位和个人

为纳税人。在计税方法上，以烟尘和有害

气体的排放量为计税依据，根据排放烟尘

及有害气体的浓度设计累进税率，从量征

收。

#垃圾税。垃圾税以我国境内的企事

业单位和个体经营者排放的各种固体废

弃物为课税对象。以排放固体废物的单位

为纳税人。对企业排放的含有有毒物质的

废渣与不含有毒物质的废渣及其他工业

垃圾应视其对环境的不同影响，分别设置

税目、规定有差别的定额税率。以垃圾排

放量为计税依据，实行从量课征。在税率

设计上，对同一种类的垃圾，还应区别不

同堆存地点、不同处理方式加以区别对

待。

$噪音税。对民航、汽车、火车等交通

设备及建筑工地等，都应征收噪音税。其

纳税人为航空公司、汽车或火车的使用者

及建筑队等。它的税基是噪音的生产量。

对其课税应区别不同的噪音产量，实行不

同的税率。

!’ 对现有税制的调整

!对消费税进行调整。对不同的产品

根据其对环境的友好程度，设计差别税

率，将那些用难以降解和无法回收利用的

材料制造、在使用中预期会对环境造成严

重污染而又有相关的 “绿色产品”可以替

代的产品列入到消费税的课征范围。同

时，可以适当提高汽油、柴油、鞭炮、焰火

等应税消费品的适用税率，从而使其消费

或生产的外部性成本内部化。

"在增值税转型之前，率先对环保产

业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并对一般企业购

置的用于消烟、除尘、污水处理等方面的

环境保护设备给予允许抵扣增值税进项

税额的优惠规定；对进口的环保设备、仪

器及用于生产环保设备的材料、零部件等

在进口环节给予一定的增值税减、免优

惠。对农用化肥和农药等有害于环境产品

生产和进口给予的低税率的税收优惠待

遇，应尽量予以减少或消除。

#在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

税中规定对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为防治污

染而调整产品结构、改进工艺、改造设备

发生的投资给予比普通投资项目更为优

惠的税收抵免；企业和个体经营者对我国

境内环保事业的捐赠允许在一定限额内

在所得税前扣除；对污水处理厂、垃圾处

理厂 （场）等环保企业实行加速折旧制

度。

$对因环保原因调整工业布局而迁

址的企事业单位发生的不动产交易免征

土地增值税和营业税。

%为鼓励环保科研成果的转让，应规

定对因有偿转让环保科研成果及提供相

关的技术咨询、技术培训所获得的收入减

征或免征营业税和所得税。

&为促进环保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

生产力，应对环保科研成果的 “中试产品”

免征增值税和所得税；对正式投产的新

“清洁产品”和 “绿色产品”给予比一般新

产品更为优惠的税收和待遇。

’为鼓励环保科技开发和转让，应对

环保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转让、咨

询、服务合同减、免印花税。

&’ 建立专门环保税的政策配套措施

! “费改税”必然涉及到部门和地方

利益的调整。如得不到妥善解决，将直接

影响环保税的实行。对于环保部门因费改

税而减少的、同时又是必不可少的经费，

应由财政拨款予以弥补。对仍然采用环保

收费形式的，继续由环保部门来征收。

现行排污费虽然属于地方政府收入，

但由于污染的防治存在一定的地域性，同

时，对某些环境问题又往往包括若干行政

区域，中央政府在环保方面起着担负全局

的重任。因此，专门环保税宜作为中央与

地方共享的税种，并按属地原则进行征

收。

"对专门环保税收入实行专款专用，

用于建立环境保护基金，支持环保事业的

发展。其中应有相当比例的税款用于对纳

税人为减轻、消除污染而采取相应措施的

补助。

#专门环保税的设计及征收管理存

在许多环保科技问题，单靠税务部门一家

是难以顺利进行的。在该税的立法和征管

过程中，税务部门应加强与环保部门的联

系与协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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