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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油税费改革通过建立规范

的税收体制，取代养路费等收费，进

一步理顺了税费关系。通过征税的方

式，筹集稳定的公路养护资金，直接

纳入公共财政，建立了透明的财政体

制。取消难以监管的收费，而采用受

到法律法规约束的税收，对征、纳双

方而言，都更具有权威性、法定性和

稳定性，开创了我国税费改革新思路。

成品油税费改革实现了“惊险的

一跃”、“华丽的转身”和“完美的过

渡”。回顾改革的过程和三年来的实

践，有四个重要的经验。一是时机的

选择是改革成功的前提。税费制度的

改革涉及经济利益的重新调整，社会

关注度和利益相关主体的敏感性比较

强。选择最佳时机，减少社会震动，对

确保改革的成功非常关键。二是充足

的准备是改革成功的基础。自从1998

年国务院确定费改税以后，到2009年

实施成品油税费改革，历时十余年，

有关业务部门和各方面的专家、学者

收集了大量资料，设计了无数方案，

不断地推敲、完善、比较、分析、抉

择，最终选择出最佳方案。三是联系

实际，实施综合配套是改革成功的必

要条件。改革不能直接将外国现成的

经验照搬照用，也不能脱离实际追求

理想体制，要联系实际，针对我国具

体国情考虑问题。特别是不能简单地

研究税制体系的自我完善，而要统筹

兼顾，实现综合配套改革。四是广泛

深入地宣传是改革成功的保障。关于

费改税的长期宣传，已经使成品油税

费改革的理念深入人心，争取了全社

会的理解和支持，保证了改革的顺利

实施和平稳过渡。

成品油税费改革实践为我国费改

税提供了一个新的模式，即今后涉及

费改税的问题,可以考虑利用现有税

种，通过提高税率、增加税目或设立税

收附加等方式来实现。我国现有的收

费项目许多可以与现行税制进行衔接。

例如，铁路建设基金、旅游发展基金和

机场建设管理费等可以与营业税衔接；

土地出让金、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

和农业发展基金等可以与耕地占用税

衔接；水资源补偿费、库区建设基金

和库区维护基金等可以与资源税衔接；

各类保险基金和教育基金可以与社会

保障税衔接。在此思路引导下，许多具

有税收性质的基金等收费项目都可以

逐步实现“溶入式”的费改税。

成品油税费改革仅仅是迈出第一

步，进一步深化税费改革任务艰巨，

需要我们未雨绸缪，早作准备。

一是选择合适的负担水平。从

各国对汽油征收的燃油税负担率来

看，英国66.8％，美国33.3％，日

本约120%，德国260％，法国则高达

300％。为了不增加消费者负担，我国

的成品油税费改革坚持了费改税、保

持原有负担水平不变的原则，目前，

税负仅占零售价格的20%左右，税收

在油价中的比例较低，征收力度不足，

难以充分发挥税收促进减排、抑制消

费、优化结构的积极调控作用。税收

调控作用的发挥有待进一步加强，因

此，应首先明确成品油消费税不是保

证税收收入的税种，在此基础上，建

立负相关的制度框架，即随着成品油

消费税税收力度加大，税收收入不是

增加，而是减少，最终达到抑制消费、

节约燃油的目的。

二是逐步向消费环节征收转变。

征税环节的不同影响税收调控作用的

发挥效果，成品油消费税的征收环节

很重要。从国际经验来看，有些国家

在生产环节征收，有些国家在批发环

节征收，有些国家在最终消费环节征

收。一般来讲，如果征收环节距离消

费者越远，税收负担越不容易转嫁，

税收敏感性越弱；征收环节距离消费

者越近，税收负担越容易转嫁，税收

敏感性越强。因此，在最终消费环节

征收，消费者直接承担相应的税负，

税收敏感性最强。我国目前选择在生

产环节征收成品油消费税，但是从长

期发展趋势来看，应在条件成熟时考

虑改为在最终消费环节征收成品油消

费税，使税负直接由最终消费者承担，

更好地实现抑制消费、节约燃油、减

少排放的目的。

三是费改税要顺应税制改革主

流。我国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正在不断改革上层建筑不适应

经济基础的各类经济制度。目前，按

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资源

税、所得税、环境税等税制改革正在

稳步实施。税制改革是财政体制机制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重

要举措，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现代税

收制度对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提高居民幸福水平等都具有重要意

义。因此，费改税必须与税制改革主

流方向保持一致。

(作者为中国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责任编辑 张 蕊

成品油税费改革:费改税的成功范例

靳东升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成品油税费改革:费改税的成功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