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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专税专用

美国国会在 1971 年引入在全国

范围内对向环境排放硫化物征税的

议案，并在1987年建议对一氧化硫和

一氧化氮的排放征税。

随后美国政府逐步将征税手段

引入环保领域，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

的环境税收制度。主要包括对损害

臭氧的化学品征收消费税和存放税，

对石油及其制品征收泄露税及使用

税以及固体废弃物处理税或处理费

等。除了联邦政府的税收之外，各州

还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征收相关的环

境税，其中与汽车使用相关的税种最

多。纳税人包含联邦到地方各级政

府、企业以及普通消费者。

美国的环境税由税务部门统一

征收上缴至联邦财政部，然后由财政

部将税款分别纳入普通基金预算和

信托基金，信托基金还下设超级基

金，由美国环保局负责管理，主要用

来专门服务于专项的环保事业。在

遵守联邦政策的前提下，州政府还可

以根据情况制定有利于地方环境可

持续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以便激发

企业和个人参与环保的积极性。

日本：补助环保产品

从2012年10月1日起，日本开始

对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征收“地

球温暖化对策税”，即环境税。所征

环境税将主要用于节能环保产品补

助、可再生能源普及等。

日本政府 2012 年 3 月新设环境

税，从10月起开征。现阶段环境税征

收标准分别为每千升石油或每吨天

然气、煤炭 250 日元（约合 3.2 美元）、

260日元（约合3.3美元）、220日元（约

合2.8美元）。2016年度，每年征收环

境税2623亿日元（约合33.7亿美元）。

环境税由使用化石燃料的日本

各电力公司和燃气公司支付，但最终

将通过油价、电费和燃气费转嫁到消

费者头上。当时日本环境省预计，开

征环境税后，到 2016 年，每个家庭每

年的能源开支将因此增加 1228 日元

（约合15.8美元）。

澳大利亚：税收出台一波三折

澳大利亚征收了一段时间的碳

排放税，后来又取消了，环保税领域

在摸索中不断曲折前行。

澳大利亚在环境税征收方面覆

盖比较广，包括像水污染税、噪音税、

固体废物税和垃圾税等等。此外，除

了缴税之外，澳大利亚还通过减税的

方式来保护环境。比如为了保护澳

大利亚的生态环境，政府对于远洋捕

鱼的获益推出税收优惠，实际上这也

从侧面上保护了近海的生物多样性。

但是澳大利亚很多环境税的出

台经常会一波三折。很多税种在环

保支持者和民众短期利益支持者之

间来回博弈，并最终黯然收场。比如

在 2011 年的时候，有动议说，在买房

和租房的时候，政府应当征收环保

税，而征收的数目甚至超过800澳元，

约合 4000 元人民币。这个税收的初

衷是为了鼓励能源节约，但是因为很

多购房者和租房者，并不希望自己购

房、租房的时候成本上升，遭到了多

方的反对，最后这个提议并没有获得

支持。而澳大利亚最著名的环境税

以及它牵扯出来的风波莫过于碳排

放税了。 （来源：中国循环经济）

外边

2016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获十二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表

决通过，成为我国第一部专门体现

“绿色税制”单行税法。环保税法

明确提出，“直接向环境排放应税

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

产经营者”为纳税人，确定大气污

染物、水污染物、固体废物和噪声

为应税污染物。环保税将于 2018

年开始征收。

环保税法无论对排污企业还

是环保企业来说，都将产生深远影

响。从排污企业的角度来看，环保

税将代替现行的排污费，按照“税

负平移”的原则，排污企业的负担

并没有明显加重。在业内人士看

来，环保税率的制定相对比较保

守，在实际经济压力的影响下，如

果排污企业赋税增多，势必会对国

家经济增速产生影响，况且税种增

加后，税率制定还需长时间考证。

环保税法为企业清算“糊涂账”

本报记者 刘季辰

环保税法的实施对排污企业

是管控，对环保企业而言无疑是巨

大的机遇。赵笠钧对记者表示：

“排污费改排污税，会增强对企业

环保约束的力度，将加大市场对环

保服务的需求。环保税法中的税

收优惠调节机制，将鼓励企业提升

减排标准，对高标准的环保专业技

术发展将起到正向激励作用。”

实行税制改革，建立绿色税

制，是调节污染行为和筹集环境治

理资金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完善

资源环境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推

动使用者付费的基础。

西方国家基本形成完整的环

境税税系，已开征的环境税涉及大

气、水污染物，以及各种污染类产

品等10多种，课征范围十分广泛，

包括硫税、氮税、碳税、污水税、燃

油税、垃圾税等。

中国开征环境保护税后，有助

于对于企业污染排放行为形成刚

性约束，有利于区域环境管理公平

化，促进排污企业承担环境责任。

尤其是环保税法实施后，能够促进

排污行业不同企业的环境成本得

到公平体现。

同时，环保税法中对于企业

超额减排，给予了减税的经济奖

励。正向激励和负向惩罚的合力

作用下，环境治理需求进一步转

化为环境市场的有效需求。环境

服务业产业结构将得到优化，以

环境质量改善为目标的环境绩效

服务模式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企业环保设施建而不运或偷排漏

排的现象较多，预计以后专业化

的委托运营服务也会有较大的提

升空间。

对地方政府而言，环保税征收

将因地制宜。北京大学法学院教

授刘剑文告诉记者，环保税给地方

设置的浮动税率，可以根据地区差

异性，行使自主权。而且《环境保

护税法》在现行排污收费标准规定

的下限基础上，增设了上限，但不

超过最低标准的 10 倍，规范了征

收。

环境保护税立法，使税收法定

原则予以落实，并且成为了中国落

实税收法定原则和立法法修正以

后的第一部税种立法，为未来税种

立法，制定了范本。环保税法中还

将有关环保税收的立法权授予人

大，而地方政府负责提出方案，更

体现了税收立法的本质。

的确，对于排污企业来讲，企

业开展环境治理是更符合长期利

益的必然选择。

尽管以前部分地区存在排污

费低于环境治理成本的倒挂现象，

但是，随着近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

修订和各地排污收费标准的提高，

有些地区排污费已经显著高于环

境治理成本。

举例来说，天津市 2014 年调

整了排污费征收标准，二氧化硫排

污费每公斤征收标准6.30元，氮氧

化物排污费每公斤征收标准 8.50

元。北京市调整后的排污费制度

中对完成情况较好的企业减半收

费，并实施环保技改奖励资金政

策。从企业经济核算角度出发，环

保投资及运行成本将低于收费标

准。

赵笠钧认为，环保税的实施，

促进了环境成本内部化。从企业

发展战略出发，企业主动承担污染

治理和生态保护的责任，积极通过

环保措施控制和减少污染物排放，

增加环保成本，比被动性缴纳环保

税或行政处罚更加明智。占用环

境资源多的高污染企业将付出更

高代价，也间接提高了环境友好型

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企业进行节能减排的改造，所

花费的资金不仅仅是为了减免税

费，更为了彰显负责任的企业形

象。《中国企业报》记者在走访中能

明显感受到，安装并大开减排设施

的企业与“应付差事”的企业相比，

更受投资者的青睐。一家企业负

责人形象地告诉记者：“企业不拿

减排应付差事，就好像‘靠谱的兄

弟’，反之则更像‘投机取巧的酒肉

朋友’。”

环保税出台的目的显然为了

节能减排，并非是增加税收或者

让企业“拿钱摆平排污”。从环保

税法的角度来看，新的税法增加

了一项减排税收减免的办法，那

就是“纳税人排放应税大气污染

物和水污染物的浓度值低于国家

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30%的，减按 75%征收环境保护

税；低于 50%的，减按 50%征收环

境保护税”。此外，环保税还将对

依法设立的城乡污水集中处理、

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场所排放相应

应税污染物，不超过国家和地方

规定的排放标准的减免税收。相

比排污费，在环保税方面，政府的

诚意十足。

再从企业的角度来看，管理层

会算一笔账，缴税排污的成本与增

建减排设施谁高呢？其实不难发

现，在一段时间内，中国企业在环

境保护方面的守法成本普遍高于

违法成本，也就是企业在很少的投

资、很短的时间情况下可以获得较

大的收益。但是，随着各界环保意

识的提高，变污染为环保已成为更

多企业所采取的行动。

博天环境集团董事长兼总

裁、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会长赵

笠钧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企业注重环保需要有

长远的眼光。实行低碳环保，从

短期看，确实会增加企业成本，但

从长远看，企业承担的很多成本

是能够被消化掉的，甚至是可以

转化为竞争力的。”

相对于缴纳税费，企业对减

排设施的投资将带来更长远的利

益。比如，在山东，由于当地政府

对造纸业采取严格环保执法，倒

逼纸企加大环保投入，进而不仅

让山东造纸业摆脱了脏、乱、散的

局面，而且还提升了当地造纸业

的综合竞争力，成为中国造纸行

业的领军者，实现环保与转型升

级的双赢。所以，注重环保是一

种品质习惯，是更符合企业长期

利益的选择。

环保企业充满机遇

促进环境成本内部化

并非让企业“拿钱摆平排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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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起征收，将显著加大市场对环保服务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