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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宁卫

发
展低碳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市场运行过程

中外部性的一种纠正，因而应该以政府为主

导，而税收政策则是政府促进低碳经济发展

的重要调控手段之一。应按照低碳经济发展的目标和功

能定位，在国家现行的政策范围内，强化税收政策的产

业导向功能，鼓励和支持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

境污染少、经济效益好的行业和企业发展。

1．发展生态农业。我国农业是典型的以家庭为单

位的分散的小农经济，机械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程度低，

往往依靠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来提高产量。同时，农村

生产生活所用燃料主要是煤炭、秸秆、树枝等，其单位

能源释放的二氧化碳强度较高，污染严重。对此，税收

政策可以配合财政补贴等手段加大鼓励和扶持力度，充

分利用农业的剩余资源，如将秸秆等转化为有机肥 ；对

适用于农村的太阳能、太阳能集热器和沼气技术的改

进、使用与推广等给予税收优惠。 

2．发展低碳服务业。我国中西部地区尚处于工业

化中前期，经济发展过程中碳减排压力较大，因此，推

进服务业的低碳发展成为低碳经济发展的一个可行选

择。在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背景下，可

以通过税收政策鼓励服务外包，从而促进服务业的跨越

式发展。

3．稳步推进工业化进程。对现有的高碳产业加以

限制，同时严格准入新的高碳产业。特别是随着国外低

碳经济的发展，一些发达国家会把碳密集产业和高能耗

项目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

展，碳密集产业也会逐渐向中西部地区扩散，对此应当

通过相应的税收措施对各地招商引资行为及对象进行监

控和管理。一是争取并落实高新技术企业、节能环保项

目等与“低碳经济”相关的所得税优惠政策，鼓励加强

技术研发与创新，为低碳经济发展抢占国际先机和舞台

做好铺垫。二是引导高能耗和碳排放量较高企业加强新

能源及节能技术应用，降低能耗指标和碳排放量。三是

落实有关鼓励低消耗和废弃物再利用、资源综合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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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政策，鼓励企业资源综合利用以及技术开发 , 帮助

企业化解生产调整所带来的冲击。四是加大对碳捕获和

储存技术相关产业的税收政策调研，搞好在建和新引进

新能源产业税收政策配套服务。例如，贝类复合养殖基

地可以发挥良好的生态固碳效应，具有天然的吸收、转

化、转移碳的效能。对此，应当加大对海水养殖产业等

税收政策扶持力度，积极争取并落实农（渔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4. 鼓励企业技术创新与推广。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

在于降低单位能源消费量的碳排放量 ( 即碳强度 ), 通过

碳捕捉、碳封存、碳蓄积降低能源消费的碳强度 , 控制二

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速度。因而，需要加强技术的改进、

研发与创新，发展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相应

地，税收政策的设计应当对企业的技术创新与推广予以

鼓励，包括废热利用、废水处理、塑料循环利用、烟气脱

硫、垃圾循环回收、清洁能源、环保汽车与清洁汽车、碳

捕捉与封存等技术的研发。

在发挥税收政策产业导向功能的同时，还必须适应

低碳经济转型的要求，启动新一轮的税制改革，把低碳

经济政策的制定与税制改革结合起来，通过增值税、消

费税、资源税等税制的创新，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

1．以企业增值税转型为动力，促进企业技术更新。

目前，我国所征收的增值税属于生产型增值税，即不允

许扣除固定资产和折旧部分的进项税额，只允许扣除购

入的原材料所含的税金。这一方面遏制了企业的投资

需求，不利于企业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

移，影响了企业对新技术的采用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另

一方面，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进口的设备有免税规定，

而内资企业购进固定资产所含税款得不到抵扣，因而我

国企业即便是采用了新技术，也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

利地位。在此状况下，我国企业几乎没有动力进行技术

改进与设备更新，尤其是对于基础研究更是缺乏应有的

积极性。因此，发展低碳经济，首先应该推动增值税转

型。具体地，可以针对企业技术相对于碳排放的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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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区别地设置增值税税率。其中，对于技术更新特别是

自主技术创新力度和程度大的企业可以加大消费型增值

税征取的成分，对于一些表现突出的企业甚至可以直接

转向完全的消费型增值税。

2．通过消费税制的调整和设计引导低碳生活。消

费税是对消费品或消费行为征收的一种税，体现着政府

的相关政策导向，通过区别性的税收征取及差额税率，

针对性地限制有关商品的生产及消费。发展低碳经济的

要求之一在于改变人们的高碳消费倾向和碳偏好，减少

化石能源的消费量 , 减缓碳足迹 , 实现低碳生存。为此，

可以通过消费税征收制度的调整与改进来推动。在消费

者购买商品和服务时，对低碳商品与非低碳商品实行差

异性的税收征取，通过引导消费者购买和消费低碳商

品，促进企业生产方式与技术的改进和提高。对烟、鞭

炮、焰火、汽油、柴油、汽车轮胎、摩托车、小汽车等的

生产和使用加大消费税的征收力度。鉴于金银矿在开采

和提炼过程中的高能耗和大量有毒、污染性废气废水的

排放，以及化妆品中含有汞、砷、铅、甲醇等剧毒性和高

污染性化学物品，对金银首饰品及金银制成品、化妆品

等的购买和消费使用应当征收高额的消费税。针对上升

势头强劲的小汽车消费，应加大燃油税征收力度，同时

加大对公交车清洁环保技术研发的税收扶持。可以考虑

将对小汽车征收的税费投入到公交车及公共交通设施的

建设中，包括对出租车技术和服务改进的鼓励。

3．加大对使用矿藏资源企业的资源税征收力度。

在考虑各企业现有技术和设备状况的基础上，设计不同

的能耗指标和碳排放量标准，辅之以按资源使用量征收

不同的资源使用税。以之为基点，设定技术改进（包括

碳排放量减少）的税收减免和优惠政策，并对超标准完

成目标任务的企业加大奖励力度。这样，企业技术进步

后，同样的资源可以通过减排、减耗和节能得到更多的、

更高质量的产出。

4．在行为目的税方面，配合消费税加大对车辆购

置税的征收力度。特别是对非环保型小汽车、摩托车等，

要设置较高的税率，考虑到消费习惯及能力，可以针对

城乡和不同的地区设立有一定差别的转换期限并辅之以

相应的税收鼓励政策。

5．在营业税方面，加大对建筑业等能源耗费及温室

气体排放量较高行业的征税力度。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

建筑市场，每年新建建筑中，99% 以上是高能耗建筑，

既有建筑中也只有 4% 采取了能源效率措施。因此，应

加大对建筑业的行为税征收力度，并对相关产业所涉及

到的税收予以大力征税。尤其是对于土地（特别是农用

耕地）征用于建筑用地的，要提高征税标准。与此相适

应，对于建筑业中环保住宅技术、装修过程中低碳装饰

品等的使用则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和减免。为鼓励低碳

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可以在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企业

及社会团体等提供的低碳技术联合研发、低碳技术培训

推广等项目中，在施行法定的免税优惠的同时，给予一

定的税收补贴，以鼓励更多机构和团体为低碳经济发展

贡献力量。

当然，上述措施建议都是在不改变当前税制结构的

情形下对相关税种征收规定的调整。考虑到发展低碳经

济的长期性，应积极探讨对现有税制结构的调整，适时

推出能源税、环境税和碳税，通过税制创新促使外部成

本内部化，并以之作为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和

制度安排。    

（作者单位 ：广西财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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