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传真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正式实施

本刊记者

2008年 12 月 18日，国务院印发了

《 关于实施成品 油价格 和税费改革的

通知》，决 定及时把握 近期国际 市场

油价持续回 落的有利时机，自2009年

1 月 1 日起实施成品 油税费改革。同时，

决 定 完善成品 油价格 形成机制，理

顺成品 油价格，国内成品 油价格实行

与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有控制的间接接

轨。国家发改委同时决定，自2008年

12 月 19 日零时起降低成品油价格。

推进成品 油价格和税费改革，对

规 范政 府收费行 为，公 平社会负担，

促进节能减排和结构调整，依 法筹措

交通基础设施维护和建设资金，促 进

交通事业稳定健康发展，都具有重大

而深远的意义。

实施成品油税费改革

《 通知 》规定，提高现 行成品 油

消费税 单位 税 额，不 再新设 立 燃 油

税，利用现有税制、征 收 方式和征管

手段，实现 成品 油税费改 革相 关工

作的有效衔接。一是取 消公 路 养路

费、航 道养护 费、公 路 运输 管理费、

公 路 客货运附 加 费、水路 运 输 管理

费、水运 客货运 附 加 费等六项收 费。

二 是逐步有序取 消政 府还贷二 级 公

路 收 费。三 是提 高 成品 油 消费税单

位 税 额。汽油消费税 单位 税 额 每 升

提 高 0.8元，柴油消费税单位 税 额每

升提 高0.7元，其他 成品 油单位 税额

相应提 高。加 上 现 行单位 税额，提

高后 的 汽油、石 脑 油、溶剂油、润滑

油消 费 税 单位 税 额 为 每升 1 元，柴

油、燃料油、航 空煤油为每升 0.8元。

《 通知》明确，成品 油消费税 属于

中央税，由国家税务局统一征 收（进

口 环 节继 续委托 海关代征）。纳税 人

为在我国境内生产、委托加 工 和进口

成品 油的单位和个人。纳税 环 节在生

产环 节（ 包括委托加 工 和进口 环节）。

计征 方式实行从量定额 计征，价内征

收。也就是说，提 高的税额 包含在现

行 油品 价格之中，征 税 多少与油品 价

格变动没有关系，只 与用油量多少相关

联。今后将结合完善消费税制度，积

极创造条件，适时将消费税征收环 节

后 移到批发环 节，并改 为价外征 收。

关于特殊用途成品 油消费税 政 策，

《 通知》指出，提 高成品 油消费税单位

税额后，对进口石 脑 油恢 复征 收 消费

税。2010 年 12 月 31 日前，对国产的用

作乙烯、芳烃 类产品原料的石 脑 油免

征 消费税 ；对进口 的用作乙烯、芳烃

类产品原料的石脑 油已纳消费税予以

返还。航 空煤油暂缓征 收 消费税。对

用外购或委托加工 收回 的已税 汽油生

产的乙醇汽油免征 消费税；用自产汽

油生产的乙醇汽油，按 照 生产乙醇汽

油所耗用的汽油数量申报纳税。对外

购或委托加 工 收回 的汽油、柴油用于

连续生产甲醇汽油、生物柴油的，准予

从消费税应纳税额中扣除原料已纳消

费税税款。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交通

运输部、国家税 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这次在提 高汽、柴油消费税单位

税 额的同时，也相应提 高石 脑 油、溶

剂油等油品 的消费税单位税 额，主要

是因为石 脑 油、溶剂油等油品 一样都

属于石 油制品 ，特别是 石 脑 油油品 组

成成分与柴油相近，经过简单加 工 便

可变为 汽、柴油，如 果不相应提 高其

单位 税额，将会 造成较 大的税 率差

异，可能冲击正常的油品市场秩序，出

现偷税 逃税等问题。另外，这也是国

际通行做 法。实施成品 油税费改革后，

我国汽、柴油的税负水平不仅仍 低 于

欧 盟国家的水平，也低于周边国家和

地区的水平。这一税 负水平是与我国

现 实经 济状 况 和长远发展战略相适

应的。

新增税收收入专款专用

对于新增税收收 入的分配，《 通

知 》明确，新增成品 油消费税连同由

此相应增加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

税 和教育费附加 具有专项 用途，不作

为经常性 财政收 入，不计入现有与支

出挂钩项目的测算基数，除由中央本

级安排的替代航道养护费等支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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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全部由中央财政通过规范的财政

转移支付 方式分配给地方。改革后形

成的交通资金属性 不变、资金用途不

变、地方预 算程 序不变、地方事权 不

变。具体转移支付办法由财政部会同

交通运输部等有关部门制定并组织落

实。新增税收收 入按以 下顺序分配：

一是替代公 路养路费等六项收费的支

出。具体额度以 2007年的养路费等六

费收 入为基础，考虑地方实际情况按

一定的增长率来确定。二是补助各地

取消政府还贷二 级 公 路收费。每年安

排一定数量的专项补助资金，用途包

括债务偿还、人员安置、养护管理和

公路建设等。三是对种粮农民增加补

贴，对部分困难群体和公 益性行业，

考虑用油量和价格水平变动情况，通

过完善成品 油价格形成机制中相应的

配套补贴办法给予补助支持。四 是增

量资金按照各地燃油消耗量、交通设

施 当量里程等因素进行分配，适当体

现全国交通的均衡发展。

完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

《 通知》明确，国产陆上原油价格

继续实行与国际市场直接 接 轨，国内

成品 油价格继续与国际市场有控制地

间接接轨。成品 油定价既要反映国际

市场石 油价格 变化 和企业 生产成本，

又要考虑国内市场供 求关系；既要反

映石油资源稀缺程度，促进资源节约

和环境保护，又要兼顾 社会各方面承

受能力。

国内成品 油出厂价格 以 国际市场

原油价格为基础，加国内平均加 工 成

本、税金和适当利润确定。当国际市

场原油一段时间内平均价格变化 超过

一定水平时，相应调整国内成品 油价

格。汽、柴油价格继续实行政 府定价

和政府指导价。在国际市场原油价格

持续上涨或剧烈波动时，继续对汽、

柴油价格进行适当调控，以 减轻其对

国内市场的影响。航 空煤油等其他 成

品 油价格继 续按现行办法管理。液化

气改 为实行最高出厂价格管理。

四 部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国内成

品 油价格与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间接接

轨，而不是与国际市场成品 油价格直

接接轨，主要基于以 下考虑 ：一是国

际市场原油属世界性 流通产品，而我

国有一半原油需要进口，原油价格 不

直接接轨，国际市场资源就难以 进入

国内市场，国内市场供应就难以 得到

保证。二是近年来国际油价因受基金

投 机炒作等不正 常因素影响，严重扭

曲，国内成品 油价格 与国际市场有控

制地间接接轨，将避免国际市场油价

大幅波动给国内市场带来的不利影响。

三 是国内成品 油市场需求基本由国内

加工能力提供，按国际市场原油价格、

加工 成本、税收和合理利润确定国内

成品 油价格，更符合我国国情。

目前我国 汽、柴油 含 税 零售 价

格高于美国，但低于欧 洲和亚洲主要

国 家。这 主要是由于各国政 府能源

政 策取向不同，成品 油税 负水平差异

较大造成的。美国是世界上最早生产

石油的国家，早期石油资源能自给自

足 ，历史上即采取了低 税 负的政 策，

并延 续至今，因 此 成品 油含税零售

价格水平相对较低。而欧 洲和亚 洲

主要国家，由于石 油资源匮乏，为抑

制石 油 消费，采取 了高税负的政 策，

消费者购买成品 油 实际 支出水平相

对较高。

这次成品 油价税费改革是在不提

高现行 汽、柴油价格前提下进行，并

且 在现行成品 油价格水平上，国家已

经对种粮农民、部分困难群体和公益

性行业给予了补贴。此次改革后，原有

的油价补贴政策继续执行和完善。一

是 当年成品 油价格变动引起的农民种

粮增支继续纳入农资综合直补政策统

筹安排，对种粮农民综合直补只 增不

减；出租车在运价调整前，继续由财

政给 予临时补贴。二是渔业（含远洋

渔业）、林业、城市公 交
、
农村道路客

运（含岛际和农村水路客运），补贴标

准随成品 油价格的升降而增减。三是

各地政府将综合考虑成品油、液化气

等调价和市场物价变动因素，继续做

好城乡低保对象等困难群体基本生活

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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