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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传统的高投入、高能耗、

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

在造成资源短缺矛盾的同时也造

成了环境污染的加剧，经济发展与

资源、环境间的矛盾与日俱增。自

2000 年以来，单位GDP的能耗较

十年前大幅增长。目前，我国二氧

化碳的年排放量位于世界前列，在

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 20个城市中

我国占6个。可以说，我国的经济

发展更多的是以能源消耗和环境污

染为代价的。

为了促进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

我国早在1984 年就开始征收资源

税，此后又经过多项调整和完善，目

前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包括原油、天

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矿原矿、黑

色金属矿原矿、有色金属矿原矿、盐

共七大类。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资

源赋存条件等因素，同类资源的税

率分为不同级别。资源税以量计征，

分别以纳税人开采或生产应税产品

的销售数量及自用数量为课税基

础。现行资源税对于加速经济发展

方式转变、缓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

展之间的矛盾起了一定的作用，但随

着我国步入工业化中后期，资源税的

定位应有所调整和升级。在市场发

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

资源税作为政府调节经济活动的政

策工具，应进一步完善其在资源配

置中应有的作用。

1.提高税率以充分反映资源负

外部效应。目前，资源税税率仍没

能充分反映资源生产与消费过程中

所造成的环境成本即负外部性，而

负外部性属于市场失灵的表现，需

要通过税收等政府调节手段来实

现其内在化。由此，资源税对资源

开采和使用的调节作用没能得到很

好的体现。一方面，资源富裕的地

区会更多地依赖资源投入实现经济

增长；另一方面，由于传导机制的

作用，资源税率偏低也会造成资源

产品市场价格偏低，不利于资源的

节约使用及资源消耗性产业的自主

转型。

2．扩大征收范围以避免资源的

无偿及廉价使用。人类经济活动几

乎覆盖了包括土地、矿产、水、森

林、草原、海洋、生物等在内的各种

自然资源，经济发展对其所进行的

开发利用都将带来对环境和生态的

影响。这些在资源税征收范围中还

没有得到完全的体现，也就在一定

程度上造成了部分资源的无偿或廉

价使用。因此，应适时扩大资源税

的征收范围，尤其是适时开征水资

源税和森林税。

3．转变计征方式以充分发挥税

收杠杆调节作用。现行资源税采用

从量计征的方式无法反映市场供求

及价格变动情况，不能随资源产品

价格和资源企业收益的增加而增

加。一方面，利益的驱使加重了资源

的过量开采和使用；另一方面，造

成资源税占全国税收收入总量比例

逐年下降，政府无法因资源价格的

上涨获得相应增收。由此，税收杠

杆的经济调节作用无法得到很好的

发挥。因此，应考虑改变征收方式，

将从量计征方式改为从价计征或两

者相结合的方式，使资源税的征收

与征税对象的数量及价格变动紧密

联系。此外，现行资源税是根据纳

税人开采或生产应税产品的销售数

量及自用数量征税，却没有涉及储

量部分，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源的

积压、浪费、过度开采，具体体现在

“采富弃贫”、“采易弃难”等低回采

率的掠夺性采矿方式。

对深化资源税改革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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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转变资源税分配方式以进一

步体现公平原则。资源税属于地方

税，除海洋石油以外，资源税的税收

收入全部归地方所有，这不仅便利

了税款的征收，也可增加地方政府

的局部经济调控能力。但同时也应

看到，我国各地自然资源的分布不均

匀，资源税作为地方税不能体现公

平的原则，尤其是对于资源欠缺地

区，地方政府无法获得相应的财政

收入，弱化了资源税的整体经济调

节作用。同时，资源丰富地区通过自

然资源的开采和使用来获得财政收

入的行为却得到了一定的鼓励。因

此，可考虑将资源税划分为中央和

地方的共享税，以加强中央政府宏

观调控力度，中央政府可通过转移

支付机制支持资源贫乏地区的资源

开发以及生态环境的保护。

5．合并税费以避免重复征收。

目前我国对资源产品征收的税种除

资源税外,	 还包括城镇土地使用

税、土地增值税、资源补偿费、矿

区使用费、安全生产费等多种税费。

这些税费与资源税的征收实质是基

本相同的。为避免重复征收，减少

征收的阻力和成本，应本着简化税

制的原则，合并部分税费，并明确不

同税费名目各自的经济调节作用。

资源税改革问题在 2007年初

就曾拟定推出，但当年和2008年上

半年通胀压力加大，CPI指数高居

不下。由于担心资源税改革可能会

大幅推高CPI以至于影响经济健康

发展，改革暂时搁置。2008 年下半

年，在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下，经

济发展放缓，不利于改革的推进。

2009年以来经济出现好转，目前，

没有通缩的压力，通胀仅处在管理

阶段而没有普遍出现，应紧紧抓住

改革时机，及时推进改革。当然，

资源税税率提高与征收范围的扩大

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推高资源产品价

格，并会向下游产品传导。此时，相

关配套措施，如以保护资源为目的

的激励措施应尽快出台，以鼓励企

业通过节能降耗来消化成本的上

升，而不是单纯向消费者转移。同

时，应加强对于地方政府所征收的

税款的管理，将一部分增收主要用

于资源环境的治理及节能降耗。此

外，应考虑将一部分税款用于补贴

消费者，以缓解改革带来的物价上

涨压力。财

(作者单位 :财政部亚太财经与

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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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企业建立、实施和评价内部控制，

规范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控制审计行为，4月26

日，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

在北京联合发布了《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

财政部副部长王军等出席会议并就贯彻实施企

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提出要求。

																										(本刊记者		摄影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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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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