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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税收法制   促进税收公平

本刊记者

2011 年 2 月 25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车船税法》（以下简称《车船税法》）。

同日，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第 43 号主席令予以

公布，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近日，财政部

税政司和国家税务总局财产和行为税司相关负

责人对《车船税法》进行了详细解读。

问 ：《车船税法》出台的背景和必要性是

什么？

答 ：2006 年 12 月，国务院废止《车船使用

牌照税暂行条例》和《车船使用税暂行条例》，

制定了《车船税暂行条例》。《车船税暂行条例》

自 2007 年 1 月 1 日施行以来，取得了较好效果。

2010 年车船税收入 241.6 亿元，比 2006 年车船

使用牌照税和车船使用税收入总额增长 3.8 倍。

按照全国人大授权决定和立法法有关规

定，国务院制定的税收单行条例在条件成熟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解读

《车船税法》是

第一部由条例

上升的法律和

第一部地方税

法律

应当上升为法律。现阶段将《车船税暂行条例》

上升为《车船税法》的条件已经成熟 ：一是车船

税收从建国初期开征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在税收体制改革过程中，根据情况变化，国

务院对车船税收制度做过多次调整和完善，奠

定了立法的制度基础。二是在 60 年的征收实践

中，无论税种名称如何变化，车船税的相关制度

已经为社会所知晓，并被纳税人所接受。三是近

年来我国经济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居民收入提

高很快，汽车逐步进入家庭，机动车保有量快速

增长。据统计，截至 2010 年 10 月，我国汽车产

量和销量均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全社会机动

车保有量达到 1.99 亿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

二大机动车保有国。在我国人均资源拥有量少、

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低、生态环

境日益脆弱的情况下，汽车生产与消费的快速

增长，面临着石油紧缺、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

问题。因此，在税制相对稳定，制定法律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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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成熟的情况下，有必要将车船税暂行条例

上升为法律。

问 ：《车船税法》出台有哪些意义？

答 ：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意义 ：一是体

现税收法定原则。二是促进税收法律体系建设。

三是通过立法完善了税制，体现税负公平。四是

作为第一部由条例上升的法律和第一部地方税

法律，具有标志性作用。

问：与《车船税暂行条例》相比，《车船税法》

对相关税制要素作了哪些调整？

答 ：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

（一）完善征税范围。《车船税暂行条例》规

定，车船税的征税范围是依法应当在车船管理

部门登记的车船。不需登记的单位内部作业车

船不征税。从车船税财产税性质和公平税负的

角度出发，不论车船是否应向管理部门登记，都

应纳入征税范围。《车船税法》不再按车船是否

登记来确定是否具有纳税义务，将征税范围统

一为本法规定的车船。

（二）改革乘用车计税依据。《车船税暂行

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规定，微型、小型客车（乘

用车）按辆征收。《车船税法》将排气量作为乘

用车计税依据。

（三）调整税负结构。一方面，为支持交通

运输业发展，《车船税法》对占汽车总量 28% 左

右的货车、摩托车以及船舶（游艇除外）仍维持

原条例税额幅度不变 ；对载客 9 人以上的客车

税额幅度略作提高 ；对挂车由原条例规定的与

货车适用相同税额改为减按货车税额的 50% 征

收。另一方面，为更好地发挥车船税的调节功

能，体现对汽车消费和节能减排的政策导向，

《车船税法》对占汽车总量 72% 左右的乘用车

（也就是载客少于 9 人的汽车）的税负，按发动

机排气量大小分别作了降低、不变和提高的结

构性调整。一是占现有乘用车总量 87% 左右、

排气量在 2.0 升及以下的乘用车，税额幅度适当

降低或维持不变。二是占现有乘用车总量 10%

左右、排气量为 2.0 升至 2.5 升（含）的中等排量

车，税额幅度比现行税额幅度适当调高。三是占

现有乘用车总量 3% 左右、排气量为 2.5 升以上

的较大和大排量车，税额幅度比现行税额幅度

有较大提高。

此外，为了体现车船税调节功能，《车船税

法》将船舶中的游艇单列出来，明确按长度征

税，并将税额幅度确定为每米 600 元至 2000 元。

（四）规范税收优惠。《车船税法》除了保留

《车船税暂行条例》规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可以对公共交通车船给予定期减、免

税优惠外，还增加了以下三项优惠规定 ：一是

对节约能源、使用新能源的车船可以减征或免

征车船税。二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

据当地实际情况，可以对农村居民拥有并主要

在农村地区使用的摩托车、三轮汽车和低速载

货汽车定期减征或免征车船税。三是对受严重

自然灾害影响、纳税困难以及有其他特殊原因

确需减、免税的，可以减征或免征车船税。

（五）强化征收管理。机动车数量庞大，税

源分散，仅靠税务机关自身力量征管难度较大。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机动车管理机构比较

健全，制度和管理手段比较严密，在不过多增加

工作量的情况下，由其对车船税的征收予以协

助，对提高征收绩效、防止税源流失具有重要作

用。为此，《车船税法》规定 ：车辆所有人或者

管理人在申请办理车辆相关登记、定期检验手

续时，应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交依法纳

税或者免税证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查

后予以办理相关手续。

此外，船舶的流动性大，目前对船舶征税

在源泉控制上效果不够理想。为此，《车船税法》

规定，船检机构应当在提供船舶有关信息方面

协助税务机关加强车船税的征收管理。　　 

问 ：为什么将车船管理人也作为车船税的

纳税人？

答 ：车船管理人是指对车船具有管理使用

权，不具有所有权的单位。通常情况下，车船的

所有人与车船的管理人是一致的。但在我国实

践中，经常会出现车船的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

的情形，如国家机关拥有所使用车船的管理使

用权，其所有权属于国家所有。因此，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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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船的所有人与车船的管理人不一致的情况。

如果让抽象意义上的国家作为车船的所有人去

缴纳车船税，在实践中是无法操作的。所以，

《车船税法》将车船管理人也规定为车船税的纳

税人。

问 ：为什么对乘用车按排气量征税？

答 ：对乘用车按排气量征税，主要基于以

下考虑 ：从理论上讲，车船税作为财产税，其计

税依据应当是车船的评估价值。但从实际情况

看，车船价值难以评估。据统计分析，乘用车的

排气量与其价值总体上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排气量越大，销售价格越高。以 2008 年国

内乘用车的数据为例，排气量与价格之间相关

系数高达 0.97175。从征管角度看，按排气量征

税简便易行，在计税依据方面，排气量是替代价

值或评估值的最佳选择。据了解，英国、德国、

日本、韩国等都选择以排气量作为机动车保有

环节征税的计税依据。如日本对乘用车按 10 档

排气量征税，韩国对乘用车按 6 档排气量征税。

问 ：确定乘用车税额幅度的原则是什么？

是否普遍增加了纳税人的负担？

答 ：主要原则有三项 ：一是考虑各地目前

实际执行的税额标准。二是不增加大多数乘用

车所有人的税负。三是参照大多数国家乘用车

保有环节税负水平。总的来看，这次车船税立法

税负维持不变，只做结构性调整。

问 ：为什么将部分档次乘用车的适用税额

设置为前后相交叉？会否造成不同档次、不同

地区税额出现倒挂现象？

答：《车船税法》将税额设置为前后相交叉，

主要考虑有三 ：一是确保 1.6 升以上至 2.0 升

（含）排量乘用车的名义税额幅度维持 360 元至

660 元不变。二是为涵盖和照顾现行各地乘用车

实际税收负担情况，以避免法定税额与实际税

负之间出现差异过大情况，有利于现行条例向

新税法平稳过渡。三是考虑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以及地方政府对机动车节能减排、交通拥堵实

施调控的需要，为地方制定具体适用税额预留

适当空间。 

对税额前后相交叉引起税额倒挂问题，从

理论上看，有这种可能性。但从实际情况看，省

内税额由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区乘用车保有情况

统一制定，基本上不会出现税额倒挂问题，省际

间税额由于地区间相互沟通、协商，税额倒挂出

现的可能性也较小。同时，现行《车船税暂行条

例实施细则》规定的载客汽车税额也是前后相

交叉的，在实践中并未因此产生较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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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在当前通胀预期比较明显以及国家要

逐步提高居民收入的形势下，为什么还要出台

车船税法？

答 ：出台车船税法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

车船税制度已有 60 年的征收实践，目前制度比

较稳定，立法条件比较成熟。通过立法进一步完

善税制，体现税负公平，并不是为了增加收入。

《车船税法》根据“总体税负不变”原则，优化

了税负结构。对货车、挂车和船舶（游艇除外），

以及 87% 左右的乘用车维持或下调了税负，对

13% 左右的乘用车增加了税负。作为保有环节

征收的税种，车船税对交易价格基本不造成影

响。车船税收入规模不大，不会对居民收入在国

民收入分配中比重的提高造成大的影响。

问 ：为什么对游艇按长度征税？

答 ：游艇不同于一般船舶，具有特殊性，

其计税依据和税额需要具体研究确定。一般来

说，可考虑将净吨位、发动机功率、实际价值和

长度作为游艇的计税依据。从净吨位看，由于制

造游艇的材料多数由玻璃钢、铝合金等高级材

料组成，此类材料具有重量轻的特点，净吨位与

其价值关联性较低。从发动机功率看，同一长度

的游艇可以根据个性化需要，选择不同功率的

发动机，发动机功率大小与其价值也没有必然

的正相关关系。从实际价值看，确定游艇的实际

价值与确定车辆的实际价值存在同样的困难，

在现行征管条件下难以按价格计征。基于此，国

际大多数国家都将长度作为游艇的计税依据，

主要考虑是游艇长度与其价值关联性较高，且

直观易于测量，从长远考虑，也可较好地避免其

他计税依据可能导致的征管漏洞。因此，《车船

税法》选择长度作为游艇的计税依据。

问 ：为什么将游艇的适用税额确定为每米

600元至2000元？

答 ：《车船税暂行条例》将游艇视同普通船

舶按净吨位征税，税额偏低，与游艇的实际价格

偏差很大。考虑到游艇作为休闲娱乐用品，与乘

用车作为代步工具不同，为体现税负公平，《车

船税法》将税额具体确定为每米 600 元至 2000

元。据了解，目前我国游艇一般长度范围在 7.9

米到 30 米之间，按上述税额幅度，税额约为每

艘 4800 元至 60000 元之间。

问 ：为什么将扣缴义务人所在地也规定为

车船税的纳税地点？

答 ：扣缴义务人是指承办机动车交强险的

保险机构。将保险机构所在地也作为车船税的

纳税地点，可使车主在购买交强险时，一并缴纳

车船税，这既方便纳税人缴税，使车主少跑路，

减少完税所需时间和成本，也避免了车主自行

到税务机关交税因不熟悉道路、停车不方便、排

队等候等带来的麻烦，并有利于通过源泉控管，

提高车船税征收效果。

问 ：目前对乘用车的所有人或管理人主要

征收哪些税？是否属于重复征税？

答 ：我国目前对乘用车的所有人或管理人

征收的税种主要有三个 ：车辆购置税、燃油消费

税和车船税。其中，车辆购置税来源于车辆购置

附加费，燃油消费税来源于养路费等收费。这两

个税种都是通过费改税而来的，筹集的资金专

门用于公路建设和养护。车船税属于财产税，是

在保有环节征收的税种。新中国成立以来，车船

税已有 60 年的征收历史，此次车船税立法不是

新开征税种，只是立法。这三个税种各有侧重，

功能不同，不存在重复征税或重复设置问题。

问 ：为什么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2011年应如何征收车船税？

答 ：《车船税法》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的主要考虑 ：一是国务院制定实施条例，地方

明确乘用车适用税额，税法宣传及人员培训等

各方面工作需要一定准备时间。二是车船税按

年征收，自 1 月 1 日起施行有利于实现平稳过

渡，方便计征。

2011 年，仍按现行《车船税暂行条例》及其

实施细则和各地制定的征收办法计征车船税。

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车船税法》施行，2006

年 12 月 29 日国务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车

船税暂行条例》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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