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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源的支撑，资

源的承载能力也制约着经济的发展，

而许多资源却并不是取之 不尽、用之

不竭的。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也

付出了巨 大的资源消耗代价。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提供的数据显示，建

国近 60年来，我国的 G D P 增长了大约

10倍，同时矿产资源消耗却增长了40

倍。尤其是从 2007年以 来，伴随着全

球资源类产品 价格的不断提 高，资源

的高消耗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的经济

运行效率。因此，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

已经成为当务之 急，更是一场关系到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革命”。作

为政府调节市场主体行为的重要经济

手段，税收政策理应发挥出更为重要

的作用，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提供所

配套的政策环境。

一
、
完善现有税收制度

（一）完善资源税制。为促进自然

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贯彻使用付

费原则，实现代际公 平的可持续发展，

应增强资源税调节的力度和广度。一是

扩大征收范围。目前，我国已征收的资

源税对资源消耗 乃至资源浪费的行为

调控力度不强，特别是资源税的征税

范围未能涵盖自然生态资源的诸多领

域，致使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对于资源

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应将资源税

征收对象从少数矿藏资源扩大到多数

矿藏资源和非矿藏资源，最终实现对

自然资源普遍征 税。当前迫切需要增

加 水资源税，以 解决我国日益突出的

缺水问题；适时将森林资源和草场资

源也纳入其征税范围之中，以制止乱

采乱伐和过度放牧 ；还可以 考虑将土

地使 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

并入资源税中，共同调控我国土地资

源的合理开发，以保 护耕地资源。二

是改革计税方法。为促进经济主体珍

惜和节约资源，应依据资源种类、存

量和采掘回 收程度，实行差别税率，

并严格减免措施；对非再生资源、稀

缺性资源（如土地、能源、水、有色金

属矿 等）课 以 重税，并逐步提 高，以

限制过度开采使用；将现行的以销售

量和自用数量为计税依据调整为以产

量为计税依据，并适当提高单位计税

税额，特别是对非再生性、非替代性、

稀缺性资源征以 重税，以 此限制掠夺

性开采与开发。

（二）完善消费税制。消费税的技

术特征更有利于设计引导节能减排的

税收结构，与相对“中性”、稳定的增

值 税 相比，消费税更能表现出其特

定、灵活调节的功能。一是调整征税

范围。将目前不符合资源节约型社会

要求的特殊消费品也纳入消费税征税

范围，包括那些无 法回 收利用的材料

或难以降解的材料制造的产品，例如

高档一次性纸尿布、高档建筑装饰材

料、一次性 塑料袋、不 可循 环使 用电

池以 及 高能耗、污染大的产品和能源

类产品，例如 煤炭等，当然这种选择

要协调好与现行资源税的关系。二是

调整税率结构。提高现行成品油等能

源的适用税率，取消石脑油、溶剂油、

润滑油、燃料油的税率优 惠，并且 对

污染程 度不同的燃料实行差别税 率，

对汽油、柴油的档次加以 划分，品 质

越高的税率越低；对无铅汽油和含铅

汽油分别征税，且后者税率较高；在

提高大排气量轿车的消费税税率的基

础 上，也要提 高大排量摩托车税率。

三是调整计税方式。我国消费税目前

采用价内税形式，影响了价格透明度

和税收公 开，也使消费者购买物品 所

付的款项无 法区分价款与税款，模糊

了消费税价格 信号的作用，削弱了其

抑制污染产品 消费偏好的功能。建议

采用国际通行的价外税模式，更好地

发挥引导消费、促进资源节约的功能。

（三）完善车辆购置税与车船税。

现行的车辆购置税是由以前的车辆购

置费过渡来的，政 策的初衷是在国家

的财政收 入不减少的前提下，将这块

费用改 为税收，所以，直接 按照车辆

购置费10% 的税率执行，没有对节能、

环保 汽车给予一定优惠政策的考虑，

没有引导人们购置节能汽车，税收的

调控和政策导向被弱化 和抑制。建议

将车辆购置税税率与节能和排放标准

挂钩，促进节能与低污染汽车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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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参考消费税对车辆采取等级税

率的做 法，对以 清洁能源为动力、符

合节能技术标准的车辆实施低档次购

置税。类似的做 法也可用在车船税的

改革之中，在设计计税标准时将能耗

水平考虑进去，对不同能耗水平的车

辆规定不同的征税额度，实行差别征

收。

（四 ）恢复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

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是引导

资金流向的重要措施，国家可以 重新

开征，但是要重新根据资源节约与产

业调整的社会 背景设计行业投资方

向，对向限制发展的高污染和高能耗

行业，比如 水泥、电解铝等的投资征

税，对向鼓励发展的新能源、新材料

行业的投资则实行免税政策。

二、征收有利于资源节约的

新税种

（一）开征环境保护税。到目前为

止，国家对节能减排工作已投入大量

资金，这些资金既 有税收收入，如城

市维护建设税，也有诸如排污费等行

政性收费。总体看，这些资金的投入

额与实际需要的环境污染治理经费间

存在较 大缺口，排污费等行政性收费

也存在覆盖面窄等问题。因此，应借

鉴国际经验，开征 环境保护税，通过

强化 纳税人的环保行为，引导企业与

个人放弃或收敛破坏环境的生产活动

和消费行为，同时筹措环保资金，用于

环境与资源保护。环境保护税的课征

对象应是直接污染环境的行为和在消

费过程中会造成环境污染的产品。在

开征初期课征范围不宜太宽，宜先从

重点污染源和易于征管的课征 对象入

手，待取得经验、条件成熟后再扩大

征收范围。目前，首先应列入征收范

围的是排放各种废气、废水和固体废

物的行为；其次，应把那些用难以降

解和再回 收利用的材料制造、在使 用

中会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各种包装

物纳入征收范围。计税依据主要是按

排放、遗弃的应税环境污染物的数量

和浓度确定，对于计量单位 难以确定

的可参照国际通行做法进行统一换算

税 率的设计，按照排放的应税 污染物

的污染程度来确定。总体上应以 累进

税率为主，体现税收差别，但在开征

初期，为易于推行，划分不宜过细，税

率结构不宜太复杂。另外税率的设计

还要充分考虑到纳税人的负担水平，

使环境保护税的负担以 满足 政府为消

除纳税人所造成污染而支付的全部费

用为最低限量。

（二）推行燃油税。国际经验表明，

推行燃油税是推动节油事业发展的

成功举措，能够明显提高价格降低需

求，减少损失浪费，提高能源利用率。

从我国目前的汽车燃料动力来源分析，

应将其主要征税对象设 定为汽油、柴

油和天 然气三种燃料。在税 率的选择

上注意两点：其一，考虑用油者的承

受能力，作为税费改革的重要举措，应

按照所取消公路收费总额来设计单位

税额；其二，考虑资源节约的政 策目

标，采取差别税 率结构，对不同能耗

的燃油或燃气，规定不同的税额予以

征收。燃油税的开征主要面向公路交

通，因而汽油以外的其他品目，应采用

较低的税率标准。鉴于燃油税的调控

作用和国外经验，燃油税应设 为共享

税，考虑到养路费等相关费用的现状，

由地税局征收更为可行，中央可以 按

照一定的比例进行分成。

（三）试点土地闲置税。对资源的

有效利用也应包括对资源闲置的惩罚，

目前，土地资源的闲置情况较为常见，

而根据现有土地政策，主要是通过行

政手段进行处罚，例如对于土地闲置

满一年不满两年的，按出让或划拨土

地价款的 20% 征收 土地闲置费，对于

土地闲置满两年，依法应当无偿收回。

建议在土地闲置较为普遍的地区将试

行土地闲置费改 为征收 土地闲置税，

包括城市闲置土地和农村集体未用土

地两个税目，以 土地的实际占有者或

承租人为纳税人，以 实际闲置的土地

面积为税基，并根据土地闲置时间的

长短和土地类型的差异，从高适用税

率，以 增加对土地资源闲置、浪费的

经济处罚力度。

三、改进税收优惠政策

除继续对“三废”综合利用和向环

保产业投资给予税收优惠外，应将优

惠范围扩大到有利于节能减排的环保

机器制造、环保 工 程设计、施 工、安

装和生态工 程建设等领域，并对节能

环保新产品、新技术的试制和研制以

及消化、吸收外来环保技术等给予税

收优惠，尽量扩大税收优惠范围。

（一）改革增值 税 优 惠政 策。利

用增值税支持节能产业发展 方面可

以借鉴国家支持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的

相关政策。对关键性的、节能效益异

常显著且价格等因素制约其推广的重

大节能设备和产品，在一定期限内实

行一定的增值税减免优惠政 策。对

个别资源节约效 果非常明显的产品，

在一定期限内，可以 实行增值税即征

即退措施。

（二）完善所得税优惠政策。对生

产和制造节能设备、产品 的企业，可

从以下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加 大对节

能、降耗设备和产品研发费用的税前

抵扣比例，实行在全额扣除基础上再

加计100% 扣除的政策；鼓励企业建

立研发专项基金用于以 后企业节能设

备、产品的开发与研制；对生产节能、

降耗产品 的专用设备可以 实行加速折

旧法计提折旧；扩大对购置生产节能、

降耗产品的设备实行投资抵免企业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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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新增所得税的比例，建议 从目前实

行的投资额 10% 的规模增长到 20% ；

对单位 和个人为生产节能、降耗、环

保 产品 服务的技术转让、技术培训、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承包所取

得的技术性服务收入，予以 免征企业

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三）完善进出口优惠政策。从 进

口税收方面看，可以 考虑如下措施：对

境外捐赠人无偿捐赠的直接用于节能

产品 生产的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

免征 进口 关税和进口 环 节增值税 ；在

合理数量范围内，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

直接用于生产节能、降耗产品的设备，

免征 进口 关税和进口 环 节增值税。从

出口税收 方面看，应当根据国家资源

利用政 策导向，调整出口 货物退税率，

对鼓励 类的出口产品，适当提 高退税

率，对限制类出口产品 降低 甚至取消

退税率。

（四 ）其他税种的优惠政策。将土

地使用权、不动产转让给生产节能产品

的企业用于生产节能产品，可考虑免征

营业税；对符合一定标准的节能生产

企业，在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契

税、印花税等方面适当给予减税或免

税优惠。各级 政府还可在法定权限内

对实施节能减排的企业给予地方基金

减免等优惠政策，以调整优化地方经

济结构和鼓励 节能环保产业发展。

（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

税学院  浙江省宁海县地方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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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改革完善财产税制  加强土地宏观调控

武 涛  刘 键

近年来，在土地税费政策不断改

革和完善的大背景下，我国以 房地产

税费政策为主体的财产税制却基本维

持了原有体系，没有进行相应改革，造

成了我国房地产税费“重流转、轻持有”

的现象，不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包括房

地产市场在内的土地市场恶性膨胀的

问题。为了防止土地和房地产市场的

大起 大落，利用经济杠杆合理调节房

地产市场，切实加强土地宏观调控，应

逐步完善以房地产税 为主体的财产税

制。

我国财产税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财产税

制都是以保 有环 节的房地产税为主，

遗产税和赠与税 为辅。在财产课税 方

面多采取“重保有、轻交易”的办法，即

重视在房地产保有环 节征税，在房地

产交易环节相对税负较少，这样可以降

低房地产空置率，达到调控房地产市

场的目标。

在我国与房地产或不动产相关的

财产税主要有城市房地产税、房产税、

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 用税、土地

增值税和契税。这些税种的开征对

贯彻落实《 土地管理法》、体现土地资

源有偿使 用、促进土地的集约节约利

用等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随着近年

来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些税种已

不能很好 适应新形势的变化，弱化 了

其调控房地产市场的作用。主要表现

在：

1.财产税税种少、征收面窄。现

有税种中，涉及房地产保有环 节的只

有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和城镇土地

使用税。土地增值税由于没有及时按

规定进行清算，其应有的作用没有很

好 地发挥；契税 则由于所设税率缺

乏弹性 且偏低，限制了作用的发挥。

在税种少的同时，征收面也不宽。如

现行只对企业拥有的房地产征收房产

税，而对个人自住房屋不征税；私人

财产的继承和赠与不纳税；城市、县

城、建制镇和工 矿区范围内的土地纳

城镇土地使用税，但大量位于农村的

非农建设 用地则不纳税，从 而造成明

显的税负不公，也给农用地“以 租代

征”、非法滥用等提供了方便。

2.财产课税税种重复、交叉、内

外有别等问题 突出。由于房产与土地

的难以 分割性，造成了对同一课税主

体要分别征收几 道税，不仅增加征收

成本，还出现了重复交叉征收的问题。

如按照现行规定，对于出租房地产收

入，既征 收 所得税，又征 收 房产税，

明显属于税种的交叉设 置。目前我国

实行的是内外有别的房地产税制，即

对内资企业开征房地产税和土地使用

税，而对涉外企业则只 开征 城市房地

产税，并且只 对房产征税，对地产则

不征税。采取内外两套税制有违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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