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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财税政策支持节能事业发展
苏 明

针对能源供求矛盾加剧和利用效率低下的情况，我国政府明确提出了要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

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 业化路子。既对节能提出了明确要求，也是推进节能

工作的重要历史机遇。为了提高市场经济主体在能源使用和节能行为中的外部效应，促进节能事业发展，需要政府

采取一系列经济、法律以 及必要的行政手段来进行干预和调控，财税政策作为一项最灵活、有效和重要的政策措

施，正确运用则可以充分体现政府的政策意图和战略导向。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要遵循间接引导与直接激励相结合、

鼓励性政策与限制性政策相结合、全方位促进与多环节引导相结合的原则，通过税收政策鼓励节能事业的发展。

一是促进节能投资。在所得税政策方面，加 大对节能设备和产品研发费用的税前抵扣比例，对生产节能产品

的专用设备实行加速折旧法计提折旧，对购置生产节能产品的设备在一定额度内实行投资抵免企业当年新增所得

税的优惠政策。在增值税政策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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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一定期限内实行一定的增值税减免优惠政策；对

个别节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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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增加企业发展后劲的效果。

利用增值税优惠政策时需要注意严格界定和限定优惠范围、优惠时限、客观认识增值税优惠政策的效果。在其

他税收政策方面，对符合一定标准的节能生产企业，在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方面可适当给予一定的减税或免

税优惠；改革资源税制度，将一些尚未纳入资源税征税范围的资源品，纳入资源税征税范围，同时适当提高国家

需要重点保护或限制开采的能源资源的资源税，并采取从量定额征收与从价定率征收相结合的征税办法；开征

环境保护税，将一些超过国家规 定标准的高能耗产品纳入征税范围，引导社会投资向节能型产品的生产转移。

二是引导节能消费。调整现行的消费税政策，将不符合节能技术标准的高能耗产品、资源消耗品 纳入消费税

征税范围，适当调整现行部分应税消费品的税率和消费税的优惠政策；调整车辆购置税、车船使用税政策，对

以 清洁能源为动力，符合节能技术标准的车辆，按适当比例给予减征车辆购置税的优惠，对不同能耗水平的车船

规定不同的征税额度，实行差别征收；开征燃油税，推动节能事业的发展；对消耗不可再生能源的产品设立一些

新的税种，如 环境污染税、碳税、能源消耗税等。

三是调节节能产品进出口。可以 根据国家能源政策导向，调整进出口货物退税率，对用于节能产品 生产的仪

器、设备适当减征或者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和关税；对鼓励 类的出口产品，适当提高退税率，对限制类出口产品

的退税率，适当予以降低甚至取消。

四 是鼓励 节能技术推广。对从事节能技术开发、技术转让业务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业务取得的

收入，免征营业税；对单位和个人为生产节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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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予以 免征或减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除此之外，还要完善政府预算投入政策。在经常性预算中，设立节能支出科目，安排相应的节能支出预算。一

方面要把每年增加的一部分财政收入用于节能预算资金，另一方面通过调整预算支出结构，压 缩或削减其他支出

来解决部分节能投入。经常性预算中的节能投入主要用于节能科技的研究与开发、节能技术示范和推广、节能教

育和培训、节能管理监督体系建设。在建设性预算中，加大财政的节能投资力度。加大节能投资符合国家预算投资

的改革趋向，且要更多地利用贷款贴息方式，逐步提 高节能投资占预算内投资的比重。同时，要完善政府间转移支

付制度，设立中央对地方的节能专项拨款，并向中西部地区的能耗大省和节能大省倾斜，采取科学、规范、透明的

方法分配资金，避免平均分配、“暗箱操作”和“人情拨款”。接受节能专项拨款的省份必 须按照相关规定，从地方

预算中安排相应的配套资金，与中央专款一道专门用于节能环保，不得挪作它用。要妥善安排使 用资金，把钱花

在最急需的节能项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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