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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征速生桉税促进桉林适宜发展的建议
珍子|林虎|龙飞

“速生桉”，学名桉树，1890年从

意大利带入中国。近二十多年来，速

生桉在全国特别是在广西得到迅速发

展，早在2010年前就有“世界桉树看

巴西、中国桉树看广西”之说。在速生

桉的支撑下，木材加工及造纸业已成

为广西的第九个千亿元产业，以桉树

为主要原料的造纸与木材加工业年产

值达2395亿元，占全区林业总产值的

41.6%。如果将种植速生桉获得的收

入列入到地方税征收范畴，将有利于

合理有序引导种植，促进广西林业资

源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进一步拓展

地方财源的空间。    

关于开征速生桉税的几个考虑

（一）开征速生桉税，是根据速生

桉在广西种植的发展情况决定的。亚

热带季风气候区的自然条件使得广西

非常适宜发展林业。20世纪80年代

广西在全国率先实现桉树大面积人工

造林无性系化。国家1988年《重点地

区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建设工程规

划》提出建设速生丰产林，至2015年

实现种植面积1333万公顷，广东、广

西、福建、海南等省、自治区以种植

周期为6年的桉树、相思树等为主。

2002年广西提出加快速生丰产林发

展的意见，至2004年广西累计完成速

丰林770万亩，跃居全国第二。2004

年作出实现林业跨越式发展的决定，

2008年广西共有速丰林2647万亩，

广西人工林、速丰林和经济林面积居

全国第一位。到2019年底，广西速

生桉面积达到273万公顷（约4096万

亩），如按2018年中国桉树面积8000

万亩框算，广西已是“半壁江山”，

且从2008年算起已连续十二年高居    

榜首。

（二）开征速生桉税，是根据种植

速生桉的目的及其获得的经济效益决

定的。2019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森林法》第51条规定“在不破坏

生态的前提下，可以采取集约化经营

措施，合理利用森林、林木、林地，提

高商品林经济效益。”二十多年来的实

践证明，速生桉在给林工业送去原料

的同时，也使种植户特别是承包种植

大户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面对速

生桉造林大潮，尽管广西出台了多项

应对措施，但在速生桉生长快、易管

理、效益高、自发种植积极性高面前

似乎作用有限。

（三）开征速生桉税，是由税收的

属性决定的。税收是政府实施调节的

基本手段，从征收速生桉税来说：一

是通过桉税每年可以为广西各级地方

政府增加财政收入15亿—20亿元左

右。按2019年财政分税种收入的构

成，应排在烟叶税、其他税收、环保

税之前，介于资源税和车船税之间。

二是市场配置有一定的局限性甚至有

负面影响，通过桉税可以让投资人更

多地考虑到社会的整体利益，合理种

植科学管理速生桉或者改投其他更适

宜的项目。三是税收既可鼓励薄弱产

业的发展，又可限制畸形产业的增速。

通过税收调节，可能会让广西持续多

年“高烧不退”的种桉热降降温。四是

市场分配机制不可避免地拉大收入分

配上的差距，通过征税可以让投入少

产出大的种桉人群拿出小部分收入贡

献给社会。  

（四）开征速生桉税，是拓宽地

方税体系的有益探索。地方税体系建

设，一要充分突出“地方基因”。一方

面，我国地大物博、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的不平衡必将长期存在，地方税在

适应一般地区安排的同时还需依不同

地区的特殊性来考量，如以省级区域

为界。另一方面，我国人口众多，在

强化宏观调控的同时也要针对具体情

况给予相应权限充分发挥地方积极

性，如税收权限可因地区、税种的不

同而有所区别。二要充分体现“特色

元素”。所谓特色是指特色经济。以省

份来说，其产量、产值、收入等额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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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且应占全国的一半左右，并具多年

稳定发展的可持续性，如广西的甘蔗、

速生桉等。应允许地方有一定的税语

权。三要参鉴“国际范例”。税收是交

易下生产与销售的产物。不少国家的

地方政府都有其专有税种、有其独立

的征税对象。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政管

理权，更有利于地方依据本地的经济

特色、税源分布、征税成本等因素来

灵活制定税收政策，有效地组织收入

和调节社会经济的发展。

（五）开征速生桉税，是践行习近

平生态文明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广

西《桉树速丰林“十二五”发展规划》

明确总规模控制在3000万亩左右，《进

一步调整优化全区森林树种结构实施

方案（2015—2020年）》要求调减桉树

面积400万亩。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

视生态建设，提出了一系列生态文明

建设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指出让

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

点、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

撑点、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

点，让中华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

清、环境更优美。要牢固树立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统筹推进山

水林田湖草系统的治理。广西要建设

生态文明区和林业强区，必须充分发

挥自然优势来科学、合理种植速生桉。

关于开征速生桉税的几点建议

对种植速生桉取得的收入纳入征

税范畴，应属于以实现经济和社会政

策、加强调控为目的而对特定行为课

征的一种税。既可以从量计征，也可

以从价计征。

（一）征收对象。按照“谁种桉、

谁卖桉、谁得益”的原则来确定征税

对象。一是用自有土地种植销售速生

桉的农户；二是承包土地种植销售速

生桉的个人（单位）；三是种植销售速

生桉的各类林农场。此外，也可考虑

将出租土地种植速生桉获得的租金收

入者列入征税对象。

（二）征收税率（税额）。从保护生

态资源和种植速生桉积极性的角度出

发，可以按“从量计征”或“从价计征”

两种方法拟定不同的税率（税额）。

一是采取“从量计征”的方法。就

是按照出售木材的数量（立方米）来

征税。即：

出售木材的立方数*每立方木材

应纳的税额

二是采取“从价计征”的方法。就

是按照出售木材时实际取得的收入额

来征税。即：

出售木材取得的收入*应征税率

 “应征税率”的确定，应由财税部

门根据种植速生桉土地的属性来分别

确定。

（三）征收时间。在农户、林（农）

场、承包个人（单位）向林业部门申请

砍伐证的同时，按一次性申报的砍伐

亩数、林木作价收入和相应的税率预

征，过后再采取查核的方法补征漏征、

少征的部分。

（四）征收机关。《中华人民共和

国森林法》第57条“农村居民采伐自

留山和个人承包集体林地上的林木，

由县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或者

其委托的乡镇人民政府核发采伐许可

证。”第65条“木材经营加工企业应当

建立原料和产品出入库台账。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收购、加工、运输明知

是盗伐、滥伐等非法来源的林木”等

规定，建议征收速生桉税的部门，一

是种植速生桉所在县（市）的税务部

门；二是种植速生桉所在县（市）的

税务部门委托林业部门代征；三是种

植速生桉所在县（市）的税务部门委

托乡镇人民政府代征；四是种植速生

桉所在县（市）的税务部门委托相关

村委代征。

（五）种植速生桉土地的划分。如

何正确科学、公平公正划分种植速生

桉土地的属性，是顺利做好速生桉税

应收尽收的前提或基础。在具体划分

时，可以乡镇为主，由土地管理部门

牵头，农业、水利、环保以及所在地村

委会参加的工作小组一次性确定。

（六）征收速生桉税难易度的分

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56条

“采伐林地上的林木应当申请采伐许

可证，并按照采伐许可证的规定进行

采伐。”征收速生桉税的难度较小，简

单来说就是在申请砍伐证时顺便填写

一张“速生桉销售纳税自动申报表”

就可以了。征收速生桉税的难易度，

还可以从征收的工作量和征收对象的

反应度这两个方面去分析。

1.从征收的工作量（或成本额）

来看，应该是比较小的或是比较少

的。绝大部分速生桉税的缴纳，可在

申请木材砍伐数时就可实现。对于少

部分的（比如，申报砍伐数与实际砍

伐数不一致）收入可通过平时的查补

来核征。

2.从征收对象的反应度来看，应

该是比较温和的。一是种植户的投入

产出比高；二是相当部分的速生桉是

由承包土地者种植的，亩数多、产量

大、收入高。而农民户自己种植的那

部分，虽户均亩数少但单位收入高（且

不用租金）。

当然，也可以考虑将农民种植（如

5亩以下且是荒山荒滩杂地）取得的

收入暂时免征。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

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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