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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环境保护税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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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产能需求，去库存去产能，遏制需求更多导致生产更多

的恶性循环。共享经济能更好地推动绿色低碳生活，有效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

２．共享经济的弊端

共享经济在 提 高 资 源 利 用 率 的 同 时，也 带 来 了 不 确 定

性。共享闲置资源的使用权，使得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生

产者之间的交换关系变为共享关系，会损害到某些既得利益

者的利益，消费者权益保护和责任分配上存在不足。传统经

济与共享经济的冲突必然会阻碍新生事物的发展，因此在关

注其优势的同时，也要关注其带来的不确定性。

共享经济的信息反馈和信任机制存 在 缺 陷［３］。共 享 经

济虽然通过第 三 方 平 台 提 高 了 交 易 质 量，重 拾 人 们 的 信 任

度，但是第三方 平 台 的 资 质 以 及 对 用 户 的 信 任 措 施 有 待 加

强。如实名认证、信用等级评分等都是提升供需双方之间信

任度的有效方法。供需双方于第三方平台之间的依赖关系

需要更明确的规则，面对监管真空和空白，政府有必要建立

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管措施。

四、未来及展望

一方面，共享经济提高了资源使用率、降低交易成本、提

高信任度、唤醒创业潜能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另一方面，

也带来了不确定性，消费者权益保护和责任分配存在不足，

信息反馈机制存在缺陷等，都需要政府提出一系些列有效的

监管措施，填补监管空白，使政府宏观调控和微观监管协调

运行。

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中，共享经济是助推器。共

享经济的发展不仅带动了租赁行业的发展，而且拉动了无线

网络和信息终端等产业的发展。共享经济带来了全新的生

产模式、消费模式和企业运营模式，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未来

全球经济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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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我国的经济发展以资源的消耗，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促使政府和人民对

于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污染有着迫切的治理愿望。在财政方面，国家通过开征环境保护税，调节纳税人的

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达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目的。本文从开征环境保护税的意义，开征条件和相关建议

的角度分析我国环境保护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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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保护税是政府为实现一定的生态保护目标，向一切

开发、利用资源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其对环境资源的开发、

利用、污染和破坏程度进行征收的一种税。环境保护税的开

征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广大 人 民 的 根 本 利 益。如 何

更好推进环境保护税的开征是我国政府和社 会 亟 需 解 决 的

问题。

一、我国环境保护税开征的现实意义

１．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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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速度保持较为强劲的势头，经济 的 增 长 主 要 依 靠 资 源、

环境的投入，是一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即“以 资 源 换 发

展”。开征环境税会让高污染的企 业 增 加 一 定 的 经 营 成 本，

促使企业采用更加环保的技术以此来达到转变 经 济 发 展 方

式，大力推进以技术为导向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２．优化我国的税收制度。我国自１９９４年开始进行全面

的税制改革，我国现行的 几 大 税 种，增 值 税，消 费 税，营 业 税

都进行了全面的改革。环境保护税的 开 征 有 利 于 我 国 税 制

体系更加完善的发展，符合资源节约 型、环 境 友 好 型 的 社 会

发展需求。随着资源在国际发展中的地位日益提高，资源价

格不断地上涨，开征环境保护税在增 加 我 国 财 政 收 入，完 善

我国财税体系结构发挥重要的作用。

３．有利于“保护环境”基 本 国 策 的 实 现。随 着 环 境 的 不

断恶化，开征环境税成为我国势在必行的一种政策。开征环

境保护税一方面会加重高污染、环境破坏强的企业的税收负

担，限制企业的经营行为。另一方面，开征环境保护税，对于

采用环保技术进行生产的企业，国家财政会给予一定的税收

优惠，此手段会引导纳税人的纳税行 为，减 少 一 次 性 能 源 的

使用，落实“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二、我国环境保护税的开征条件

１．政府民众环 保 意 识 不 断 增 强。我 国 经 济 的 发 展 是 以

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经济发展的 深 入，使 政 府 和 民 众 的

环保意识也相应提高。环境指标近年 来 也 成 为 党 和 政 府 政

绩考核体系中的一部分，成为实施环 境 保 护 税 重 要 推 动 力。

在循环经济理念逐步树立以及ＩＳＯ　１４０００等环境管理认证

体系的实施，广大民众逐步接受环保 标 志 的 产 品，生 产 企 业

逐步接受清洁生产。广大人民群众对 于 生 态 环 境 问 题 的 关

注度是由对生活质量追求不断提高而决定的，环境污染问题

日益严重，居民的环保意识不断提高，征 收 环 境 保 护 税 是 民

心之所向，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

２．法律体系日益完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市场经

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促进法律体系的日趋完善，环境资源的有

偿使用及相关经济政策已经步入法 制 化 轨 道。我 国 在 改 革

开放的过程中，逐步将环境和环境的 保 护，污 染 的 预 防 和 治

理法制化，例如：环境保护 法、水 污 染 防 治 法、大 气 污 染 防 治

法等的颁布和修订，都为我国开征环境保护税打下坚实的法

律基础。此外，在税收方面从１９９４年开始，我国一直进行分

税制改革，税制结构不断完善，这也为 我 国 开 征 环 境 保 护 税

提供了法律上的保证。

３．环境监测水 平 不 断 提 高。国 家 环 保 部 建 立 的 环 保 技

术装备极大促进了环境监测水平的提高，国家统一在地方开

展自动监测站数据集成联网改造工程，形成完整的环境监测

系统和环境监理体系，有利于更好地解决环境保护税的计算

和征收，避免在征收环境保护税的过程中因税费的计算而发

生的冲突。环境监测技术的不断提升，也为环境保护税的税

率的设计，征税对象即征税范围的选择提供了更加科学而准

确的依据。

三、开征环境保护税的相关建议

１．加强环境保 护 税 的 宣 传 力 度。加 强 环 境 保 护 税 的 政

策宣传，开展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减少污染的社会教育宣传

活动，有利于提高国民的环保意识，减 少 环 境 保 护 税 实 施 过

程中的阻力，保证“保护环境”基本国策的落实。政府和有关

部门走进社区、走进企业，定期举办保护环境，减少污染的主

题讲座，积极宣传保护环境，减少环境污染的重要性，为开征

环境保护税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２．推进税收体制改革 坚持税收中性原则。根据发达国

家的经验，环境税的税制改革要以“税收 中 性”原 则 为 基 础，

并要坚持“税 收 中 性”原 则，因 而 在 环 境 保 护 税 立 法 时 坚 持

“税收中性原则”进行税制改革，这符合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

情况。首先，我国的财政 收 入 总 量 可 观，为 结 构 性 减 税 提 供

了坚实的基础；其次，“税收中性”原则在 当 前 我 国 宏 观 经 济

环境复杂，经济下行压力巨大的背 景 下，既 不 会 增 加 企 业 和

消费者的负担，又能保证财政收入 的 稳 定 性，坚 持 市 场 在 资

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最后通过“税收中性”原则可以刺激

企业加大研发力度，加快产品结构 的 优 化 升 级，促 进 整 个 社

会发展方式的改变。

３．适度增加环 境 保 护 税 的 优 惠 政 策。环 境 保 护 税 的 优

惠政策有利于刺激企业在生产中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生

产过程中的技术含量。首先，对企业治污领域的科学研究和

开发方面实行税收优惠政策，促进 企 业 加 大 治 污 的 力 度；其

次，对企业投资防污设备实行税收 优 惠，刺 激 其 加 大 防 污 设

备的投入；最后，调整现有税制体系 中 不 利 于 环 境 保 护 税 实

施的税收政策，严禁有毒有害的化学品或对环境存在极大危

害的产品进入，相应提高此类产品的关税。

参考文献：

［１］袁洋．我国环境保护税政策研究［Ｊ］．行政事业资产与财

务，２０１４，（１４）．
［２］毛晖，雷莹．经济新 常 态 下 的 环 境 保 护 税 改 革 取 向［Ｊ］．

税务研究，２０１５，（９）．
［３］杨小平，陈昌峰．环 境 保 护 税 之 国 际 比 较 与 借 鉴［Ｊ］．上

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２０１６．

作者简介：

徐丹，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