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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全国“两会”已经在京召开，在人民网的网络调查中，环

境问题受到了网友们的普遍关注。95%网友认为，我国环境污染

问题很严重。分析污染的主因时，3/4网友认为，是由地方保护主

义盛行、地方政府为了经济效益牺牲环境所致。而对于酝酿中的

环境税，近半网友（47%）支持，认为有利于环境保护。曾有专

家表示，最晚在3月底,即全国“两会”后,关于环境税的征税范围、

实施时间以及征管机关,将逐一确立。关于环境税近期进展，中国

水网梳理与整理与分析如下。 

  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环保部三部委拟定的环境税方案

已成型。从该方案的文本看，环境税被定位为“独立的环境税”，

即新增税种。而锁定的范围是，包括SO2、废水和固体废物在内的

三种污染物，以及CO2。 

  同时，方案也给出了一个建议税率：SO2和固体废弃物的税率

为2元／公斤，废水（污水）的税率为1元／吨，CO2的税率为10
元吨。在税款的归属明确提出归属地方收入。 

  该方案的诸多操作内容上，还存在争议。尤其还未获得其他部委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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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由于环境税体系复杂，牵涉的国家部委众多，仅仅是污染物排放税和碳税这两个税种，涉及到的部委就至

少有6个，即除了财政部、国税局和环保部，还有国家发改委、水利部和住建部。在征求意见过程中，相关部委就提出

意见：“方案只明确了财政部门、环保部门和税务部门的职责，其他相关部门的职责并未体现。＂ 

  各个部门的职责并不明确，利益分配和协调机制也不清楚，这些问题都是环境税制定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此外，环境税制度设计的最终意义考评也在争议中。即是否是某些部门基于自身利益而产生的征税冲动？征税是否

能量化出对环境保护的作用？在整体税负不调整（不减少）的状况下，征税是否仅仅体现对企业的增量加税，而无法体

现环境经济政策对企业所应有的激励作用。 

  在整体设计上，该环境税方案采取了变费为税的思路，主要是将之前由环保部门收取的排污费变为由税务部门征收

的排污税。 

  该方案对环境税给了一个明确的定义，“拟开征的环境税是对污染物和CO2排放行为征收的一个独立税种＂。 

  而方案里的污染物范畴，与2003年颁布施行的《排污费征收使用管理条例》中的污染物范围略有不同，仅包括SO2
为代表的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而不包括噪声在内。 

  起草者在方案中指出，税率确定的依据主要是污染物的治理成本，比如SO2的实际平均治理成本为1.95元／公斤，

废水的治理成本为1元／吨左右。 

  由于是变费为税，那么对于已纳入环境税征税范围的污染物，方案明确表示，不再征收相应的排污费，以避免重复

收费。 

  在税款使用上，与之前诸多专家提议的中央与地方共享不同，方案建议环境税作为地方税，主要用于地方环境能力

建设和环境保护。 

  费改税后，环境税的总收入要高于排污收费的总量。环保部有关专家表示，上述税率方案是研究者提出的高、中、

低三个方案中的低方案。据此测算，一年排污税收入大约600亿元（目前我国排污收费年征收总额不足200亿元），碳税

收入大约为400亿元。 

  也就是说，即便是最保守的估计，开征环境税每年可达1000亿元。 

  该方案提出的环境税思路即“独立型环境税”存在不同意见。 

  国家发改委专家表示，独立型的好操作，但从税制结构优化、减轻企业负担角度，融入型方案可能更具持久性。 

 

 

 



  事实上，由于“环境＂涉及多部门职能，环境税的设置自然不能脱离部门间的协调问题。目前，该方案只是明确了

财政部门、环保部门和税务部门的职责，其他部门的角色，未能体现出来。如方案显示，环保部门以监测为主，履行监

测、核定等职责，税务部门负责征收，而财政部门把收取的环境税纳入财政收入体系。发改委、住建部等职能部门的定

位则没有在这个方案上体现出来。 

  分析： 

  1、利益纠葛困难多。 

  环境税问题受制于包括部门利益纠葛在内的诸多因素，在国内经过多年讨论也无定论，各个政府部门、研究机构也

各有各的看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环保部三部委拟定的环境税方案成型，但是没有定型，能否在今年“两会”上

最终一锤定音？还存在不确定性。至于环境税开征的时间，预计最快在“十二五＂期间。是以“条例＂形式出现，还是

以环境税法形式出现，这也是个问题。 
目前看有关部门方案中释放的信息，主要是体现了先易后难的思路，先开征独立的环境税，如硫税、COD税等，更复

杂的还需更仔细的考量。 

  2、短期对经济有负面影响。 

  环境税开征，对经济来说，短期有负面影响，因为会提升物价，增加企业的环保成本（预计2%-5%）。但是对环境

保护是积极因素，对长远的经济发展也有好的影响：首先是环保经费来源明确了；第二是对经济领域的环保触动，使人

们切实把环保与经济活动挂钩，从而使环保理念与人的活动挂钩、结合；第三是环境税如果正式施行，将从源头上引导

企业治理污染、提高工艺、改进管理。 

  3、四个试点省份江西最积极。 

  此前提出湖北、湖南、江西、甘肃作为环境税的试点省份，已被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上报国务院，还没有得到批

复，目前也并无更多省份加入试点省份。毕竟对于这一税种，持犹疑态度的地方居多，这个以企业作为课税对象的税

种，势必遭到一些排污、致污大户的反对。 

  在这四个试点省份中，江西省表现最为积极，目前已完成《江西省开征环境税方案研究》课题攻关。各项准备工作

得到了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认可，认为江西地税对环境税试点工作领导重视，积极主动，措施得力，虽比湖南、湖

北起步晚，但工作进展步伐快，效果好。江西省内的说法是，计划在“十二五＂期间，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试点开征环

境税。 

  江西制定的环境税试点方案倾向“费改税”，主要向企业征收，但是并非将所有排污费全盘改为税，部分项目仍会

以收费方式征收，另外，碳税被排除在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