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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火电企业二氧化硫减排的

税收政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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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硫污染主要来自火山 喷发

和矿物能 源的燃烧，我国 不 是 火山 喷

发 活跃区，二氧化硫污染主要是矿物

能 源燃 烧和 利 用 时产生的 污染。2008

年，全国 二氧化硫排放量 为 2321.2 万

吨 ，导致近1/3 的国 土面 积 出现酸雨污

染。火电企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占全国总

量的 60 % 以 上，其产生的二氧化硫为

高架源形式排放，是酸雨 的主要“贡献

者”。因此，火电企 业的二氧化硫减排

对于全国的二氧化硫总量控制是 关键。

二氧化硫减排政策不到位

统计 资料显 示，我国政府规定的

“十五”期 间二氧化硫减排目标 没有实

现。其中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是火电

企 业减排 目标 没有 完 成。火电企 业减

排 成 效 不 佳，与政府 的 相 关 经 济政策

没有到位有较密切的关系。

第一，污染治 理 成 本 高于政府 的

惩罚，企 业减排 缺乏 动 力。上世纪 80

年代初至今，排 污收 费制 度一直是 我

国 防 治 环境 污 染的主要经 济手段，对

于限 制 二氧化硫排放起到了一定的积

极作用。但二氧化硫排污 收 费标 准是

0.63 元 / 千克，而 企业脱硫治理的成本

为 4- 6 元 /千克，收 费标准明 显低于

治理成本，导致企业宁可缴纳排 污费，

花钱 购 买排污权，也 不 对二氧化硫排

放进行 治理。

第二，脱硫设备 投资巨 大，政府

缺乏相关政策支持。目前，火电企业的

脱硫设备 国产化率低，大部分依 靠进

口。进口 设备不仅价格昂贵，而且使用

企 业 还要向 对 方支付技 术使用费。如

一台 30 万 千 瓦 机 组 的 烟 气脱硫设 备

投资需 800 0 万 元 左右，年运行 费用约

160 0 多万元。对 于 火电企业脱硫设备

和技术投入，政府规定新建火电企业

的脱硫成 本可 以 记入电价。问题在于，

政策规定 只 限 于新建，已 建 火电企 业

的脱硫设备和技术投入没有相应的政

策支持，脱硫成 本无法 消化；由于受

到标 杆 电价的 制 约，即使新建 火电企

业的脱硫成 本也很难 全 部 进入电价。

另外，政府对 于先 进脱硫技术 和设备

的研发，缺少政策激励。在 这种政府

对企 业脱硫政策 支持 力度较小，企 业

又难以 消化这部分成本的情况下，二氧

化硫减排自然动 力不足。

第三 ，政府对能 源结 构 和品 质 改

善缺乏 政策激励和 导向。火电企 业二

氧化硫排放的多少与使用的能源有关。

以 矿物能 源——煤炭 为能 源的 火电企 业

二氧化硫排放必 然多，而 煤炭含硫量

高低又是决 定 火电企业二氧化硫排放

多少的 关键。目前，我国 火电企业多以

煤 炭 为能 源，随 着经济社会发展，生

产、生活对 电 力需求的增加，火电企业

及其生产能 力在 不 断增强，二氧化硫

排放量也随之增加。与此同时，我国煤

炭 品 质 不 断下 降，火电 企 业使用的 低

硫煤 所占比 重也 不 断下降。虽 然 采用

煤炭 选 洗清洁技术可以 减少煤炭硫份

和灰份，降低二氧化硫排放量，还可以

减少用煤量，但由于选 洗会增加成本，

而 政府在 火电企 业能 源结 构及品 质 方

面 没有相应的 惩 罚或 经 济激励政策，

导致我国电煤绝 大部分 不 经 选 洗 直接

燃烧。

促进火电企业二氧化硫减排的

税收政策

1.提高能 源品 质，降低煤炭含硫

量。引导企业使用煤炭 脱硫技术和设

备，使火 力发电 在 适 度 发 展的 同时减

少二氧化硫排放。第一，在脱硫技术

和设备研发、使用给予营业税、企 业

所得税优惠的 基 础 上，对国产脱硫设

备 销 售收 入予以 免 税，对进口 脱硫设

备允 许抵免 进项税额，对脱硫产生的

副产品 和联产品 销 售收 入免税。第二，

可以 考虑 适时开征二氧化硫税。对二

氧化硫征税有两个方案可以 选择，可

作为新增税目将其列入消费税，这样立

法成 本和执行 成 本低，便于推行；或

在 适 当的时机，用二氧化硫税替代现

行 的二氧化硫排污 收 费制 度，征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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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可 选择直接和间接结 合型，即装 机

容量在 30 万 千瓦以 下的企业按所使用

煤炭的含硫量征收 ，30 万 千瓦以 上的

企 业依据二 氧化硫实际 排放量征收 ，

这样既 保证征收 的 简便易行，又体现

源头控制与污染控制并重。税率设计应

本 着税收 高于 治理 成 本的原 则，每 千

克二 氧化硫排放税不 低于 6 元，对于

小型 火电企 业则应 区分电煤的含硫量

（高、中、低）具体确 定单位税额，依

据电煤使用量进行 定量征收。同时，要

考虑地 区差异。经 济发展 情况较好，但

环 境 容量较小的地区实行 基准税率的

一定 上 浮，反之，则实行基 准税率的

一定 下 浮。对 减排 达 到一定 标 准的企

业给予税收 返还优惠。二氧化硫税可

以 设置 为地 方税种，税收收 入全 部专

款专用于二氧化硫污染的防 治。第三，

在 增值税转型 过 程中，加强 火电 企 业

脱硫设备和电煤 选 洗设备使用率的监

管。20 09 年我国 普遍实行 消费型增值

税，企 业购 入固定 资产所包含的 进项

税额允许抵扣。火电企业固定资产占其

总资产的 72% ，比 一般工业企 业平均

值高出 20 个百 分点。而 且，火电 企 业

脱硫设备和电煤选 洗设备一般初期投

入较大。增值税转型有利 于降低企业

成 本，促进企 业节能 减排。但允 许 扣

除的前提是该设备必 须 已 经投入正常

运行，并应保证 其长期使用，如该设备

停用达到一定时间，税务机关可以 强制

其退还已抵扣的进项税额，保证脱硫

和 选洗设备充 分发挥作用。第四 ，完善

相 关税种的税收优惠政策。如在增值

税中，增加对企业脱硫设备销 售收入

的 减免 政策，可 以 考虑对脱硫设备在

技术的先 进程度和环保效 能 上予以 认

定 后 适 用低税率的税收优惠政策，以

促进脱硫设备的 生产 和 销 售。在营业

税中可增加对企业研究 开发脱硫技 术

和 设备专利取得的 收入的 减免 政策，

对 于企 业该部分收 入可 以 考虑免征营

业税，以 此来促进技术升级。其 他需

细化和完善的优惠政策和措施，如允

许 火电 企 业在税前列支一定 比 例 的 节

能 减排设备 和产品 研发 风 险 投资准备

金（如10 % 左 右），因为我国二氧化硫

脱硫技术 水 平还不 高，设备 的 国产化

率较低，急需加速产品 研发 和 技术升

级，而 新技术 新产品 研发风 险 较大，

税收 政策应予以 扶持；对于火电企业

用所获利润投资于脱硫项 目的资金，可

以 给予再投资退税优惠，退还该 部 分

资金已 缴纳的企业 所得税，充 分体现

对企业投资 于二氧化硫治理 及减排 项

目的 鼓励；对 于 火电企业脱硫所产生

的 副产品 直接销 售或进行 深加工后 销

售的，其销 售利 润 给予所得税减免 优

惠，以 鼓励企业对二氧化硫的回 收再

利 用，激励企 业发 展 循环经 济，减 少

直至杜绝目前许多企业采 用的既 浪费

资源又容 易引起二次污染的“石膏法”，

逐步实现清洁生产。

2 .改变能 源结 构，从原 料入手解

决二氧化硫排放问题。鼓励使用 不 含

二氧化硫的原 料，如改烧 煤炭 为烧 垃

圾或 其他。垃圾发电具有 可行 性。从

技术 方 面看，20 世纪 70 年代 垃圾发电

技术就已 基 本成熟。美国 某垃圾发电

厂发电 能 力 达 10 0 兆 瓦，日 处 理 垃圾

60 万 吨。从垃圾资源 看，据建设部计

算，自 2 0 00 年起我国 城市生 活垃圾量

每 年以 大于 10 % 的速度递增，200 0 年

为 1.18 亿吨，20 07 年 为 3.0 8 亿吨。据

测算，国民 收 入每增加10 0 元，人均年

产生垃圾增加 408克，人均工资收 入

每 增加 10 0 元，人均 年产 生 垃圾增 加

15.1 千克。从垃圾资源利用效 益 看，目

前，我国人均年产生垃圾 440 公斤，城

市生活垃圾累积堆放量 66 亿吨 ，侵占

土 地 35 亿多平 方米。烧 2 吨 垃圾产 生

的热量约相 当于 1吨 煤，如改烧垃圾每

年可以 节约煤炭 5000-60 0 0 万吨 ，同

时可以 腾出宝贵的 土地；现在全国城

市垃圾运输、处 理等支出近 300 亿元，

而 将垃圾利 用可创 造 250 0 亿元 价值。

因 此，可在 垃圾发电 免 增值税的基 础

上，实行 企业所得税免 税，垃圾发电

设备研发免 营业税、增值税、企业所

得税，垃圾发电设备抵免企业所得税

等政策。

3.以 其他发电 方式替代 火力发电。

在 适 当的、有条 件的 地 方发展 水 力发

电、风 力发电，对适合使用太阳能 发电

的 装 置如道路照 明 等，鼓励使用 太阳

能发电，以 减 少对火力发电的 需求。所

以 ，应因势利导，采用税收优惠政策激

励其发展非火 力发电。对非火 力发电建

设 初期的 高成 本投入，给与税收 抵免

等相应政策；对使用非火电的产品 ，如

太阳能 灯具、太阳能 汽车等，实行税收

优惠政策，实行政府采购办 法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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