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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的绿色税收转型 及启 示

卢中原

瑞
典是一个非常重视能源节约和环

境保护的国家。为了增加可再生

能源比例，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全面减

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特别是温室

气体排放），瑞典不断完善能源税体

系，目前正在实行绿色税收转型，亦即

对损害环境的活动提高税收而对劳动

就业和收入实行减税。

一、能源税体系：一般能源税

和专门的环境税制度

瑞典的能源税体系是针对燃料、

电力和温室气体排放而征收的各种具

体税收的统称，包括一般能源税和专

门的环境税（例如二氧化碳税、二氧化

硫税和二氧化氮税）。其功能大体分为

财政功能和环境目标两类。一般能源

税最初的主要功能是筹集公共开支资

金，现在更加强调环境保护功能，专门

的环境税主要为了实施环境目标，实

际上也兼备筹集资金的财政功能。

2004年，瑞典的能源税和环境税征收

总量超过635.24亿克朗（其中能源税

372.39亿克朗，二氧化碳税261.92亿
克朗，二氧化硫税0.93亿克朗），占该

国全部税收收入的 10% 和国内生产总

值的 2.5% 。

瑞典在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期

间开始实行能源税，主要为了减少石

油消耗和鼓励使用电力，90年代初期

瑞典的能源税制度加大了对环境保护

的促进作用。加入欧盟以后，瑞典进一

步调整了税收结构，其能源税收体系

更加重视兼顾能源政策和环境政策的

各种目标，包括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减

少化石能源消耗，鼓励使用生物燃料，

激励企业减少环境影响，以及促进国

内电力生产等。

能源税和环境税的计征依据是不

同能源的污染物含量和排放量。二氧

化碳税针对除生物燃料和泥煤以外的

大多数燃料征收，2005年这个税种的

一般水平是按每公斤二氧化碳排放量

征收 0.91克朗。二氧化硫税的征收标

准是对煤和泥煤排放的每公斤二氧化

硫征收 30克朗，对于石油含硫量比重

达到 0.1 % 的按每立方米二氧化硫征

收27克朗，含硫量比重低于0.05% 的

免征二氧化硫税。二氧化氮税按每公

斤二氧化氮排放量征收 40克朗，主要

针对锅炉、燃气涡轮机和年发电量至

少250万千瓦小时的火电厂。但是，与

其他环境税不同，二氧化氮税体现财

政中性原则，按能源生产量和二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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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排放量实行相互抵消的税收返还，

亦即能源生产量越多，税收返还越多；

而排放二氧化氮越多，则税收返还越

少。这样，只有二氧化氮排放最多的企

业才是净纳税者。

二、绿色税收转型：增税和减

税平衡

为了鼓励绿色生产和消费，特别

是兑现关于《京都议定书》中减少二氧

化碳排放的承诺，瑞典在2000年决定

实行绿色税收转型，即把征税重点转

到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上来。具体目

标定为将在 10年内增加300亿克朗的

能源税和环境税收入，同时相应减少

对就业和劳动所得的征税额。

2005年，瑞典提高了运输部门的

石油燃料税率和商业性电力用户的电

力税率。在2006年预算中，政府决定

进一步增加36亿克朗绿色税收，具体

措施有：大幅度提高车辆税、核电产出

税和垃圾填埋税，小幅度提高居民和

服务业用电的税收，根据欧盟新规定

取消对电力、天然气、暖气和水的减

税，开征新的税种，例如开征垃圾焚烧

税以及对飞机票征税，每张机票征收

50 - 100克朗，让航空旅行承担较大

的环境代价，等等。
瑞典还通过适当减免能源税和环

境税，来发挥绿色税收的激励作用。根

据欧盟市场关于排放权交易的安排，

2006年瑞典对所有实施排放权交易制

度的工业企业和高效率的发电厂将全

部免征二氧化碳税，而且对其他能源

生产部门排放的每公斤二氧化碳减少

0.13克朗的征税额。对用于发电的燃

料，免征一般能源税和二氧化碳税，只

征收二氧化硫税和二氧化氮税。原则

上，对生物燃料和泥煤的所有用户都

实行免税。对既供热又发电的热电厂，

其供热消耗的燃料要按照工业用途征

收一般能源税和二氧化碳税，而其发

电燃料则实行两税全额返还。

同时，为了平衡因增加绿色税收

而引起的企业和居民负担，瑞典对就

业和劳动所得相应减少等量的征税额。

例如，通过提高所得税起征点，2006

年将减少25亿克朗的所得税；单个企

业主每增加一个雇员，可以少交雇主

税。

三、几点启示

我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十分脆弱，

加上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工业化和城

市化加速以及承接国际产业转移，都

将带来新的资源环境挑战，转变经济

增长方式的任务极其艰巨。况且，我国

业已签署《京都议定书》，在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方面将面临新的压力；“十一

五”规划对节能降耗和减少排放也提

出明确目标，这些都迫切需要我们采

取有效的、协调一致的经济政策，其中

税收政策的作用尤为值得重视。而目

前我国还缺乏比较完整的能源环境税

收体系，应借鉴瑞典的经验，结合我国

国情，尽快建立起来。

1.建立能源环境税体系要与我国

相关立法进程相配合。我国已颁布环

境保护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可再生能

源法等相关法律，并正在修订节约能

源法，这些都为建立能源环境税收体

系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随着相关

立法的完善，我国依法促进节能降耗、

减少排污的力度将会加强，法律调整

的范围也将扩大，即从以往偏重于工

业领域，扩大到建筑、交通、政府机构

和公用事业等领域，这迫切需要设计

更有针对性和综合调节作用的税收体

系。能源环境税收既是经济杠杆，又具

有强制性特点，与国家法律高度契合，

应当成为实施这些法律的有效手段。
2.合理设计能源税和环境税体

系，切实发挥其综合的和专项的激励

作用。我国能源环境税收体系的框架，

涉及计征依据（税基）、税种、税率、优

惠措施和征管等环节。可以考虑按照

不同种类能源的消耗量、污染物含量

和排放量征收能源环境税，明确鼓励

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的生产和使用，

限制化石能源的消耗。商业性用户的

能源环境税实行高税率，居民生活的

能源消耗实行较低税率，对寒冷地区

的生活供暖等征税应当与其他地区有

所区别。

对需要鼓励的能源生产和使用、

能源利用效率高的企业，以及实行排

污权交易的企业，应当给予合理的税

收优惠，包括税收减免和返还等。在税

种设置上，开始时可以考虑主要针对

当前我国最严重的污染排放问题，实

行专项的能源环境税，例如尽快开征

燃油税、二氧化硫税或二氧化碳税（我

国这两项气体排放已高居世界第一和

第二），这样容易很快见效；以后再适

时开征综合性的能源环境税。

3.逐步加重能源税和环境税的分

量，同时适当减少其他税种的征收规

模。为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我国税

收体系宜实行有增有减的税收结构调

整，逐步把征税重点转移到能源消耗

和污染排放上来，并从工业领域扩大

到新的高耗能、高排污行业（例如建

筑、交通和公用事业等，目前建筑耗能

已占社会总耗能的 1/ 3）。可以考虑在

“十一五”期间，推出专项的能源环境

税，以后再用两个五年规划时间，分步

骤提高税率，开征一些新的税种，如水

污染税、垃圾税、固体废物税，以及综

合的能源环境税等，不断扩大能源环

境税收的规模。与此相应，逐步降低一

些与劳动就业和个人收入有关的税收，

例如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并减

少容易导致地方盲目投资的增值税等

流转税规模。这样，既可以减轻因增加

能源环境税而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负

担，引导企业努力增加就业岗位，也有

利于抑制地方低水平扩张。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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