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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政策
苑广睿  张 清  骆晓强  潘国俊

加拿大财政部门注重综合运用预

算、税收、投资、补贴等政策手段，促

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支持科技教

育事业，促进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目前，加拿大 所得税、销售税等

直接税占全部财政收 入 80%以上，这

些税种与企业生产和居民消费行为直

接相关，政府利用这些税种调控企业

和居民行为的政策空间很 大。

1.保护生态环境和节约资源能源。

在加拿大，联 邦和省两级政府一直注

重运用税收政策 工 具促进节能环保，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一是开征特定税

种。联邦和大部分省对载重车、轮胎、

铅酸电池、饮料瓶 等产品开征 了消费

税，取得的收入 主要用于发展环保节

能事业；联邦政府对销售每台空调征

收环保税，以促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二是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政府通过实

行优惠税率促进企业节约资源，鼓励

使 用可再 生能源和替 代能源；同时，

通过税收优惠措施鼓励居民使用高效

氢气体作为 汽车燃料动力和鼓 励 汽车

业提高节能技术。例如，安大略省实

行最高每部汽车 2000 加元的零售销售

税（R S T）退税政策（使 用丙烷的每台

退税 750 加元，使 用其他替 代能源的

每台退税 1000 加 元），而对不 节省燃

料的新车辆征收环保税。

2.促 进 科 技 进 步。目 前，加 拿

大企 业所得税减 免政 策是经合组织

（O E C D ）国家中最优惠的，而且申请减

免税条件宽松，适用范围广泛。联邦政

府规定，对符合一定条件的科学研究

与实验开发成本给予 100% 减税，对加

拿大公 民开办的小型公 司，每年 200万

加元以内的研发支出成本的抵税额最

高可达 35%。同时，各省也都注重利用

税收政策促进科技进步，目前各省对

企业在本省区域内进行研发的投入另

给予联邦政府优惠政策以外的额外税

收激励政策。例如，安大略省对符合

条件的研究机构，如大学、应用技术学

院和研究型医院开展技术研 究的成本

支出，给予 20%的抵税退款，对中小型

公司给予 10%的创新税收抵税退款。

3.提高人 力资本素质。根 据加拿

大政府间职责划分，教育属省级政府

的事权。目前，税收优惠政策是教育扶

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积极 鼓

励社会各界对教育捐助，除为捐助者

提供税收优惠外，还提供与捐资同等

数额的配套资金。此外，政府针对学

生家庭制定了多项税收减免计划。如

安大略省对教育储蓄所获利息免缴个

人所得税 ；全日制大学生在册期间其

家庭每日可获得 13.6加元的教育税税

收优惠；高中毕业后进入高校或职业

教育学校继续深造学生的学费可以在

家庭申报个人所得税时予以扣除等。

在财政预算中，加拿大用于促进

可持续发展的支出规模逐年增加，而

且不断创新支出方式，提高针对性和

时效性，有效地发挥了财政功能作用。

1.大力支持节能环保 工作。一是

加大环境保 护投入。20 01—2003 年，

全国 环境保 护投入从 61 亿加元 增加

到 76 亿加 元，年均增长 7.6%，比同期

财政支出增速快 4.4 个百分点，占财

政 支 出的比 重从 1.14% 提 高到 1.55%。

近年来，财政对节能环保的投入 继续

加大，20 06 年联邦政府专门成立一个

总额为 15 亿加元的信托基金，重点用

于清洁空气和应对气候 变 化等项目。

近年来，安大略省从燃 油税收入中安

排支持城 市 交通运输的数额增长较

快，2007年达到 3130万加元，2010 年

预计将达到 16 亿加元。该省还积极采

取 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包括未来三年

拨款 8400 万加元 用于监测分析 气体

质量、3.8 亿 加元 用于完善交通设 施、

390 万加 元用于建立 生物能源研 究机

构等政府计划。二是支持资源节约和

可再 生能源研发。尽管加拿大资源能

源比较丰富，但支持节能和促进可再

生能源生产一直受到政 府高度重视，

并且成为财政政策的一个 亮点。2007

年，联 邦预 算决 定在今后的七年里，

投入 2 0 亿加元用于支持 包括生物燃

料在内的可再 生燃料研发和生产。在

2007 年安大略省预算草案中，财政投

资 1.25 亿加元用于支持节约能源、环

境保护、绿色社区建设 和保护自然资

源等计 划，具体为该省居民住户提供

住宅节能补助，实施“推广节能灯”项

目免费提供灯泡，拨款“安大略省植树

基金 会”开展植树活 动以吸收 空气中

的二氧化碳 等。三是设 立多种基金和

专项资金，如气候 变化基金、小水电资

金、绿色基础设 施专项资金 等，用于

资助重点项目。这 些财政政策措施取

得了积极 成效。2 0 03 年以来，全 国火

力发电量已经减少了 30 %，大约相应减

少了 30 00 万吨温室气体排放。

2 .加大 财政教育投入力度。加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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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始终把教育置于财政支出的重点保

障领域，2006 年教育支出占 G D P 的

比重高达 6.4%。2007 年，联邦政府预

算教育支出达 84 亿加元，比上一年度

增长 10.5%，并决定 从 20 07 年开 始每

年联 邦对各省用于教育的转移支付将

增长 8 亿 加 元，总 额 从 2007 年 的 24

亿 加 元 增加到 2013 年的 38 亿 加 元，

年均增长 6.8%。从省级 政府看，财政

教育支出力度也在不断加大。200 6 年

安大略省对大学和各类学院的教育支

出比 20 04 年分别增加了 5.1 亿和 2.22

亿加元；学生奖励基金从 20 03 年的

156 亿加元增加到 2007 年的 183 亿加

元。此外，加政府非常重视减轻学生

负担，加大对困难家庭学生的资助力

度。20 06 年，联邦政府做出专门规定，

大学和学院的学费年均增长不得超过

5%；安大略省安排学生资助项目使每

年享受补助的学生达 20万人，约占在

校大学和学院学生的 35%，其中，每位

普通受助学生每周能收到 350 加元的

资助，已婚 学生和单亲家庭学生每周

受助资金达 545 加元。

3.加大科 技研 发投入 力度。一方

面，不断加大财政科研支出力度。早在

1997年，联邦政府成立加拿大创新基金

会，每年向大学和科研机构提供近 30

亿加元的支持，有力地推动了基础研发

设 施的改善，并相应建成了“加拿大光

源项目”等一批世界领先的研 究设 施。

2002 年 2 月，联 邦政府出台了“加拿大

创新战略”作为科技创新的政策基础，

并决定到 2010 年把科研经费预算提高

一倍，旨在加强大学和政府实验室研发

能力及科研成果转化市场的能力。另一

方面，支持建立健全科技创新体系。目

前，围绕研究员计划、联合研发基金、

加拿大技术网络等各种创新研究扶持

项目及基因组研究项目、氢能源研究项

目等重点领域的创新计划，共同组成了

联邦政府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体系，成

为加拿大科技创新的重要推动力量。

加拿大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过

程中采取的政策措施以及取得的有益

经验，对我国完善财政体系，大力支持

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加拿大政府通过综合运用预算、

税收、补贴 等财政政 策工 具，不断完

善财政政策体系，有效地促进了资源

节约和环境保护。从税收政策工具看，

不仅通过销售税等间接税收优惠政策

促进节能环保产业和企业发展，而且

通过所得税等直接税收优惠政策促进

企业、居民节约资源，鼓 励使 用可再

生能源和替代能源；从财政支出政策

看，不仅有针对企业、居民的多种财政

补贴性支出，引导企业居民改进 生产

生活方式，而且还设 立多种基金和专

项资金，资助重点节能环保项目；从

政策作用对象看，不仅政府通过政策

引导市场主体行为促进节能环保，而

且还要求自己 坚持可持续发展，发挥

示范带头作用。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

一套贯穿资源开采、生产、使用、消费

各个环节，并集引导、调节、鼓 励、惩

罚于一体的支持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的财税政策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财政政 策应有的效 力。因此，今后

我国要进一步完善财政政策体系，致

力于加强资源环境的“开源”、“节流”、

“循环”和“保护”等重点工作。首先，

要完善资源有偿使 用制度，提高资源

开采效率，重点要进一步改革完善资

源税制度；其次，要 完善税费政 策，

促进节约资源，目前要加快完善燃 油

税改革方案，择机出台实施；第三，要

完善财税 支持政策，发 展 循环经济，

进一步完善清洁生产专项资金和可再

生能源专项资金管理制度，逐步加大

对清洁生产、可再 生资源和新能源开

发等项目的支持力度，并整合资金重

点用于支持与发展循环经济有关的科

技研发、技 术推广和重大项目建设 示

范；第四，要完善环境保 护政 策，加

强生态环境治理，借鉴国外征收环保

税的经验，研 究开征环保税，提高排

污收费标准，加大环境保护治理力度。

另外，在加拿大，联邦和省级财政

对支持可持续发展的资金投入力度都

较大。从纵向上看，财政对环境保护、

教育发展和科技进步等领域的投入力

度在逐年加大；从横向上看，财政促

进可持续发展的投入 在整个财政支出

中所占的比重较大。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财政用于教育、科技、环保等领域

的支出水平相对偏低。目前，我国财政

环保支出占 G D P 的比重低于加拿大等

发达国家水平；教育支出占 G D P 比重

不仅低 于加拿大 6.4%的水平，距离我

国提 出的 4%目标也有差距；20 0 6 年，

我国财政科 技 支出占 G D P 比重及全

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占 G D P

比重均低于加拿大等发达国家 3%左右

的水平，科 研 投入 不足的问题仍然突

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财政要进一步

优化支出结构，压缩一般性支出规模，

加大教育、科 技和环保等重点领域投

入力度。首先，要大力支持人力资本投

资，重点加快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

公 共财政保障范围的步伐，完善农村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研 究完善城

市义务教育制度。其次，要支持提高科

技创新能力，通过增加财政性投入，重

点支持事关国家现代化全局的高技术、

核心技术和基础理论研究，支持加快

对经济集约增长具 有重大带动作用、

并能提升传统产业的高新技术开发，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第三，要增加财政

资金 投入，支持节能 环保事业发展，

加大对节约资源和资源综合利用关键

技术攻关的支持力度，依靠技术进步，

构建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技术

保障体系。

（作者单位：财政部 综 合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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