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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1日起，我国首个以环境保护
为目标的绿色税种——环境保护税正式施行，
以此取代了施行近40年的排污收费制度。环
保税按季申报缴纳，2018年4月1日至15日
将迎来首个征期。

环保税如何征收？税率如何确定？对哪些
行业影响较大？针对各界关心的问题，财政部、
税务总局、环保部有关负责人接受了记者采访。

地方税额明确
北京按最高限征税

开征环保税一个重要原则是实现排污费
制度向环保税制度的平稳转移。业内最关心，
这税怎么收？

根据环保税法，环保税的征税对象和范围
与现行排污费基本相同，征税范围为直接向环
境排放的大气、水、固体和噪声等污染物。其
中，大气污染物税额幅度为每污染当量1.2元
至12元，水污染物税额幅度为每污染当量1.4
元至14元。

据财政部税政司司长王建凡介绍，目前，
除西藏自治区外，各省区市均已按法定程序出
台了本地区应税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的具
体适用税额。

其中，黑龙江、辽宁、吉林、浙江、安徽、福
建、江西、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2个
省份按低限确定税额，其大气、水污染物税额
分别为每污染当量1.2元和1.4元。

山西、内蒙古、山东、湖北、湖南、广东、广
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等12个省份
税额处于中间水平，其大气污染物税额在每污
染当量1.8至3.9元之间，水污染物税额在每污
染当量2.1至3.5元之间。

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河南等6个
省份税额处于较高水平，其大气污染物税额在
每污染当量4.8至12元之间，水污染物税额在
每污染当量4.5至14元之间。

国家税务总局财产和行为税司司长蔡自

力介绍，环保税实行“国家定底线，地方可上
浮”的动态税额调整机制。以环境承载能力较
小的京津冀为例，北京市按最低税额标准10
倍的最高上限确定税额，其大气、水污染物税
额分别为每污染当量12元和14元；河北则按
照最低税额标准8倍确定了环北京13个县的
大气和水中主要污染物的适用税额。

此外，江苏也在省内不同区域确定了差异
化的税额，内蒙古、上海、重庆、云南4省区市
税额采取分年逐步提高到位方式。

王建凡说，总的来看，各地出台的税额统
筹考虑了本地区环境承载能力、污染物排放现
状和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目标要求，有利于发挥
税收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调控作用。

“绿色指挥棒”发力
甲醛按24倍征税

“开征环保税的环保意义大于财政意义。”
王建凡说，环保税主要目的是助力美丽中国建
设，环保税法总则第一条就写明立法宗旨，开
征环保税是“为了保护和改善环境，减少污染
物排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环保税的收入规模在税收总收入中占比
很小，开征环保税不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
是构建绿色税制，发挥税收‘杠杆’调节作用，
引导企业既算经济账，也算环保账，助力实现
建设美丽中国的总目标。”蔡自力说。

王建凡说，环境保护税以污染物排放量为
计税依据，“多排污多缴税、少排污少缴税”，并
对降低排污浓度的企业给予减免税优惠，这一
机制可以促使环境外部成本内生化，倒逼高污
染、高耗能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结构调整
和发展方式转变。

以大气污染物为例，排放等量但具有较高
危害性的“甲醛”所要缴纳的环保税是普通“烟
尘”的24倍。

蔡自力解释说，环保税针对不同危害程度
的污染因子设置差别化的污染当量值，实现对

高危害污染因子多征税。这种政策处理，有利
于引导企业改进工艺，减少污染物排放，特别
是高危污染物的排放。

已确认33万户纳税人
征管新机制护航“绿色税收”

环保税虽规模不大，但制度转换难度大。
环保税法确定了“税务征管、企业申报、环保监
测、信息共享、协作共治”的征管新机制，为部
门间合作提供了良好范例。

王建凡说，从实际情况看，环保税征管相
对复杂，对污染物排放监测专业技术要求高，
需借助环保部门的污染物监测管理能力，税务
机关与环保部门的工作协作配合是否顺畅，关
系到环保税法的实施效果。

“排污费征收38年来，累计向1380万户
排污单位收费共计3169亿元，用于筹集污染
防治资金，为加强环境保护发挥了作用。”据环
保部环境监察局副局长夏祖义介绍，目前，各
地环保部门已完成全部历史涉税数据向地税
部门移交工作。

蔡自力说，各级地税机关已据此初步识别
和确认环保税纳税人33万户，并初步建立了
环保税税源数据库。

“我们在设计表证单书时，较原征收排污
费减少了2／3的申报表单及数据项，大幅减
轻了纳税人申报负担。”蔡自力说，环保税法明
确了纳税人的自行申报义务，有利于增强企业
的环境保护意识。税务部门会同环保部门开
展联合辅导和重点辅导，确保纳税人“懂政策、
能计算、会申报”。

据了解，在环保税首个申报缴纳期之前，
各级财政、税务、环保等部门将进一步做实做
细相关准备工作，确保征管工作有效有序进
行。进一步细化明确有关政策，为纳税人提供
更加细致地辅导和服务，切实加强部门协作配
合，提升污染物排放监测能力和水平。

据新华社电

备受关注的环保税将于2018年1月
1日正式施行。按照要求，2017 年年底
前，各省应当确定本地区应税大气污染物
和水污染物的具体适用税额，按规定发布
污染物排放量核算办法等，并向社会公
布。

近日，记者了解到，包括北京、河北、新
疆、广西、四川、辽宁、吉林、安徽、福建等地
已经陆续公布了当地环保税适用税额标
准。业内人士指出，我国环保税立足于已
经施行近40年的排污收费制度，其对于环
保的意义远大于税收方面的意义，未来基
于环保税征收工作而建立起来的多部门协
作共享机制，将有利于环保行业、企业之间
的进一步监管。

强化行业监管及排污企业责任

四川省环保厅相关负责人表示，“相比
此前的排污费，此次制定的适用税额不是
简单平移而是有所提高，旨在体现排污企
业对环境损害的合理补偿，强化排污企业
治污减排主体责任。”

该负责人介绍说，“适用税额的制定以
污染物平均治理成本为基础，统筹考虑环
境承载能力、污染物排放现状和经济社会
生态发展目标要求，符合环境保护税法规
定，符合四川省经济社会生态发展实际，同
时兼顾了排污企业的税负承受能力。”

业内分析指出，环保税占企业缴纳税
费的比重较低，一般在1%以下，不构成企
业的主要负担。费改税后对企业成本负担
影响不大，但对企业的约束机制进一步增
强，促使企业主动采取措施减少污染物排
放。

12月初，广西在公布环保税税额标准
时还介绍，从以往排污费征收情况来看，广
西污染物约85%来自于废气、约8%来自污
水，排污行业主要集中在钢铁、水泥、火力
发电、造纸等高耗能和高污染行业，主要排
污地区为柳州市、贵港市和南宁市。

公开数据显示，从全国范围来看，四大
污染物中大气污染物占大头。其中，约
90%来自大气污染物，约10%来自水污染
物。从行业预测，大气污染物中，黑色金属
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有
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工、电力、热
力生产和供应业等行业缴纳的环保税，占
全部大气污染物环保税收入的88%。水污
染物中，化工、造纸、医药、纺织业、黑色金
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发
酵和酿造、制革等行业缴纳的环保税将占

80%。
环保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别涛表示，环

保税按排放量征收，多排多缴，少排少缴，
有利于促进企业提升环保水平，减少污染
物排放量。环保税采取“企业申报、税务征
收，环保协作、信息共享”的征管模式，有利
于企业承担主体责任，部门形成监管合力，
促进排污收费顺利向环保税过渡。

建立多部门协作工作机制

作为我国第一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的单行税法，环保税法的执行，也意味着
我国施行了近40年的排污收费制度将退
出历史舞台。业内分析认为，环保税征收
涉及到水、气、噪声等流动性要素，征收难
度大。

社科院中国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蒋震表示，环保税是特殊税种，最大的挑战
在于征管，污染物排放测量有复杂测定技
术和整套标准，税务部门要和环保部门就
技术依据、税基确定等进行沟通，需要更加
科学合理测定。

他还表示，环境保护税的收入规模并
不大，排污费改税的主要目的不在于筹集
财政收入，而在于通过税收杠杆，引导排污
单位减少污染物排放，为人民创造良好的
生产生活环境，其环保意义远远大于财政
收入意义。

今年8月中旬，财政部、税务总局、环
保部三部门联合部署，要求全面做好环保
税法实施准备工作。同时，明确了环保税
开征前各地需做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建
立地方人民政府领导下的多部门协作机
制；落实税法授权事项；确定本地区应税大
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具体适用税额；做好
信息系统开发建设，实现税务、环保部门涉
税信息数据交换共享等内容。

税务总局财产和行为税司有关负责
人也表示，“环保税作为新开征的独立绿
色税种，以排放应税污染物为征税对象，
计税依据有别于其他税种，专业性强，征
收管理较复杂。为此，环保税法明确规
定，税务机关和环保主管部门要建立工作
配合机制。”

“下一步，我们也将联合财政、环保部
门制发配套政策文件”，一位税务系统人士
称，当前征管准备工作主要从“数”“人”“系
统”三个方面准备。具体包括企业排污历
史数据汇总以及为未来数据信息部门共
享；排污企业认定；网上报税系统开发测试
等。 据新华网

地方环保税：
突出谁污染谁治理原则

环保税来了环保税来了，，究竟影响几何究竟影响几何？？
————权威部门详解我国首个绿色税种征管新规权威部门详解我国首个绿色税种征管新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