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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我国环保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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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阐述了税收政策介入环保产业发展的理论基础，即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理论决定了环保产业的

发展需要税收优惠政策给予支持；分析了我国现有环保产业的所得税政策、增值税政策和营业税政策；提

出了应完善现有税制及税收分配体制等促进我国环保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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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建设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国家非

常重视环保产业的发展。2005年12月，国务院下发

了《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 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

（国发[2005]39号），该决定强调了要积极发展环

保产业[1]。发展环保产业是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

协调发展的需要[2]，是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环境友好

型社会的需要[3]，是实现国务院提出的节能减排目标

的需要。

环保产业是一种新兴产业。据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理

论，环保产业健康持续的发展需要国家予以一定的财力

支持。然而完全依靠国家投资发展环保产业是不现实

的，只有通过市场的方式，引进民间或社会资本共同参

与环保事业才能真正提升环保产业的发展。纵观国外发

达国家环保产业的发展史，可以发现，凡是环保产业发

展得比较好的国家，国家都在税收政策上或直接财力上

给予环保企业大力的支持。而我国虽然制定了一些有关

环保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但税收政策的调控职能

力度不够，还存在不少问题，有待继续完善税收政策，

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

1  税收政策介入环保产业发展的理论基础

1.1 经济外部性理论

根据经济外部性理论，经济外部性又称为外在性、

外部效应等。外部效应是指在市场活动中没有得到补偿

的额外成本和额外收益，有正负外部效应之分，如上游

水库下游地区可以从中受益，是正的外部效应；造纸厂

对河流造成污染，是负的外部效应。资源浪费和环境污

染是典型的负外部效应，市场机制不能有效解决这一问

题，需要政府予以干预和矫正。政府可借助税收手段对

市场缺陷进行弥补，对造成负外部效应的企业征收数额

相当于该企业所造成损害的税收，从而使私人成本等

于社会成本，这种用于纠正负外部性影响的税收被称

为“庇古税”（Pigovian tax）[4]。相反，环境保护与

发展循环经济会产生正的外部效应，政府就应该通过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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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补贴鼓励产生正外部效应的经济行为，这笔补贴来自

于税收收入。

1.2 公共产品理论

公共产品理论认为，公共产品具有两个特性[5]：非

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如果一个商品在给定的生产水平

下，向一个额外消费者提供商品的边际成本为零，则

该商品是“非竞争的”。如果人们不能被排除在消费

一种商品之外，这种商品就是“非排他的”。这就决定

了在公共产品领域，市场不能有效发挥作用，需要政府

来提供公共产品，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实现资源配置的

帕累托效率。环境资源是典型的公共产品，其产权的不

确定性严重打击了人们保护环境资源的积极性，从而导

致了无节制使用环境资源的现象。环境保护是现代市场

经济环境下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而税收政策是政府履

行职责的重要经济手段，作为具有分配和调节功能的经

济杠杆，税收政策必须充分发挥其在促进环保产业发展

中的作用。

2  我国现有促进环保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分析

2.1 国家促进环保产业发展税收政策的总体要求

（1）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要求

为了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

和改善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

经济促进法》明确规定，国家对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产

业活动给予税收优惠，并运用税收等措施鼓励进口先进

的节能、节水、节材等技术、设备和产品，限制在生产

过程中耗能高、污染重的产品的出口。

（2）有关节能减排税收政策的总体要求

为了实现“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

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的约束性指

标的任务，《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第三十八条明

确指出，中国将抓紧制定节能、节水、资源综合利用和

环保产品目录及相应税收优惠政策。实行节能环保项目

减免企业所得税及节能环保专用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

税政策。对节能减排设备投资给予增值税进项税抵扣。

完善对废旧物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增值税优惠政策；

对企业综合利用资源，生产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产

品取得的收入，在计征企业所得税时实行减计收入的政

策。实施鼓励节能环保型车船、节能省地环保型建筑和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的税收优惠政策。抓紧出台资源税

改革方案，改进计征方式，提高税赋水平。适时出台

燃油税。研究开征环境税。研究促进新能源发展的税

收政策。实行鼓励先进节能环保技术设备进口的税收

优惠政策。

2.2 现有发展环保产业的具体税收政策

2.2.1  企业所得税政策[6][7]

（1）减免企业所得税的税收政策

企业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

得，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符合条件的环境保

护、节能节水项目，包括公共污水处理、公共垃圾处

理、沼气综合开发利用、节能减排技术改造、海水淡化

等。企业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

得，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

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

征收企业所得税（三免三减半）。其中享受减免税优惠

的项目，在减免税期限内转让的，受让方自受让之日

起，可以在剩余期限内享受规定的减免税优惠；减免税

期限届满后转让的，受让方不得就该项目重复享受减免

税优惠。

（2）投资抵免的税收政策

企业购置用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

用设备的投资额，可以按一定比例实行税额抵免。所谓

的税额抵免，是指企业购置并实际使用《环境保护专用

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节能节水专用设备企业

所得税优惠目录》和《安全生产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

惠目录》规定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

设备的，该专用设备的投资额的10%可以从企业当年的

应纳税额中抵免；当年不足抵免的，可以在以后5个纳

税年度结转抵免。享受该规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的企

业，应当实际购置并自身实际投入使用前款规定的专用

设备；企业购置上述专用设备在5年内转让、出租的，

应当停止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并补缴已经抵免的企业

所得税税款。

（3）减计收入计算所得税政策

企业综合利用资源，生产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

产品所取得的收入，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减计收

入。所谓减计收入，是指企业以《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

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资源作为主要原材料，生产国家

非限制和禁止并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的产品取得的

收入，减按90%计入收入总额。前款所称原材料占生产

产品材料的比例不得低于《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

惠目录》规定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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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环保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政策

根据新企业所得税法的相关规定，经过政府有关部

门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以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

税率，即比正常的企业所得税率低五个百分点。据此规

定，只要环保企业采用新的高新技术，经过政府有关部

门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也可以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

优惠税率。

2.2.2  增值税政策[8][9]

（1）再生资源增值税优惠政策

所谓再生资源，是指对已经产生的废物，通过各种

管理措施和技术手段得到的具有使用价值的或加工后可

重新利用的资源或能源。为了促进再生资源的回收利

用，国家调整了再生资源回收与利用的有关增值税政

策，具体如下：

1）取消“废旧物资回收经营单位销售其收购的

废旧物资免征增值税”和“生产企业增值税一般纳

税人购入废旧物资回收经营单位销售的废旧物资，

可按废旧物资回收经营单位开具的由税务机关监制

的普通发票上注明的金额，按10%计算抵扣进项税

额”的政策。

2）单位和个人销售再生资源，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增值税

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

细则》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缴纳增

值税。但个人（不含个体工商户）销售自己使用过

的废旧物品免征增值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再

生资源，应当凭取得的增值税条例及其细则规定的扣

税凭证抵扣进项税额，原印有“废旧物资”字样的专

用发票停止使用，不再作为增值税扣税凭证抵扣进项

税额。

3）规定了销售再生资源纳税人的退税政策。在

2010年底以前，对符合条件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再

生资源缴纳的增值税实行先征后退政策。即对符合退

税条件的纳税人2009年销售再生资源实现的增值税，按

70%的比例退回给纳税人；对其2010年销售再生资源实

现的增值税，按50%的比例退回给纳税人。

（2）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政策

1）免征增值税政策。对企业销售自产的再生水应

当符合水利部《再生水水质标准》（SL368-2006）的

有关规定；以废旧轮胎为全部生产原料生产的胶粉（胶

粉应当符合GB/T19208-2008规定的性能指标），翻新

轮胎（翻新轮胎应当符合GB7037-2007、GB14646-

2007或者HG/T3979-2007规定的性能指标，并且翻

新轮胎的胎体100%来自废旧轮胎）；生产原料中掺

兑废渣比例不低于30%的特定建材产品[这里的特定建

材产品是指砖（不含烧结普通砖）、砌块、陶粒、墙

板、管材、混凝土、砂浆、道路井盖、道路护栏、防

火材料、耐火材料、保温材料、矿（岩）棉]，实行免

征增值税政策。

2）对污水处理劳务免征增值税。污水处理是指将

污水加工处理后符合GB18918—2002有关规定的水质标

准的业务。

3）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对企业销售自产的下

列货物：以工业废气为原料生产的高纯度二氧化碳产

品；以垃圾为燃料生产的电力或者热力；以煤炭开采

过程中伴生的舍弃物油母页岩为原料生产的页岩油；

以废旧沥青混凝土为原料生产的再生沥青混凝土；采

用旋窑法工艺生产并且生产原料中掺兑废渣比例不低

于30%的水泥（包括水泥熟料），实行即征即退增值

税政策。另外，自2008年7月1日起，以立窑法工艺生

产的水泥（包括水泥熟料），一律不得享受增值税即

征即退政策。

4）即征即退50%增值税的政策。对企业销售自产下

列货物：以退役军用发射药为原料生产的涂料硝化棉粉

（退役军用发射药在生产原料中的比重不低于90%）；

对燃煤发电厂及各类工业企业产生的烟气、高硫天然气

进行脱硫生产的副产品[指石膏（其二水硫酸钙含量不低

于85%）、硫酸（其浓度不低于15%）、硫酸铵（其总氮

含量不低于18%）和硫磺]；以废弃酒糟和酿酒底锅水为

原料生产的蒸汽、活性炭、白碳黑、乳酸、乳酸钙、沼

气（废弃酒糟和酿酒底锅水在生产原料中所占的比重不

低于80%）；以煤矸石、煤泥、石煤、油母页岩为燃料

生产的电力和热力（煤矸石、煤泥、石煤、油母页岩用

量占发电燃料的比重不低于60%）；利用风力生产的电

力；部分新型墙体材料产品（具体范围按《享受增值税

优惠政策的新型墙体材料目录》执行），实行即征即退

50%增值税的政策。

5）增值税先征后退政策。对销售自产的综合利用

生物柴油（指以废弃的动物油和植物油为原料生产的柴

油。其中动物油和植物油用量占生产原料的比重不低于

70%）实行增值税先征后退政策。 

6）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生产的粘土实心砖、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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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律按适用税率征收增值税，不得采取简易办法征收增

值税。

2.2.3  资源税政策

在资源开采、原料投入环节，为了限量开采、节约

投入而设置的税种有资源税。

2.2.4  消费税政策

根据《消费税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在产品消费

使用环节，为了倡导绿色消费，限制损害环境的消费，

国家将高耗能、不可再生以及产生环境污染的消费品如

成品油、实木地板、木制一次性筷子等商品纳入消费

税的征税范围，通过消费税的高税率合理引导人们的

消费。

2.2.5  营业税政策

（1）污水处理费营业税政策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污水处理费不征收营业

税的批复》（国税函[2004]1366号）文件的规定：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规定的营业税征

税范围，单位和个人提供的污水处理劳务不属于营业

税应税劳务，其处理污水取得的污水处理费，不征收

营业税。

（2）垃圾处置费的营业税政策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垃圾处置费征收营业

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5〕1128号）的规定:

单位和个人提供的垃圾处置劳务不属于营业税应税

劳务，对其处置垃圾取得的垃圾处置费，不征收营

业税。

3  现有发展环保产业的税收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1）资源税

税率过低，税收级次之间的差距过小，对激励资源

合理利用的作用不明显，同时征税范围过于狭窄，不利

于对资源进行全面保护。

（2）消费税

未将对环境造成极大污染的电池、塑料制品等纳入

征税范围，没有对许多不可再生性资源及重要战略资源

起到限制消费作用。

（3）营业税

从现有的环保产业营业税政策来看，只有污水处理

和垃圾处置费才免征营业税。而其他的环保产业仍然要

交纳营业税，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投资者投资环保产业

的积极性。

（4）增值税

从现有的增值税政策来看，对于垃圾处置费没有明

确是免增值税，意味着从事垃圾处置业务的企业收取的

垃圾处置费收入是要缴纳增值税的，这对垃圾处置企业

而言显然是不公平的。

（5）企业所得税

尽管环保企业符合一定条件可以享受企业所得

税“三免三减半”，投资抵免和减计收入计算企业所得

税的优惠政策，但是对于环保设备的固定资产折旧方法

没有明确采用加速折旧法。虽然新的企业所得税法有加

速折旧和缩短折旧年限的规定，但条件很苛刻，必须满

足两个条件：一是由于技术进步，产品更新换代较快的

固定资产；二是常年处于强震动、高腐蚀状态的固定资

产。许多环保企业都很难达到这两项条件，在一定程度

上不利于刺激环保企业的投资。

4  促进环保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建议

4.1 完善现有税制，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

（1）增值税

扩大增值税的优惠范围，对更多的节能环保产品和

垃圾处置费给予免征增值税的优惠政策。

（2）消费税

对尚未纳入征税范围的非循环经济范畴的重要消

费品征收消费税，以此拉开其与循环经济产品的税赋

差距，体现循环经济产品的税收优势。尤其应将高耗

能产品如一次性尿片、高档建筑装饰材料等及导致环

境污染严重的消费品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根据耗能

及污染程度设置不同税率，税率应普遍偏高，以有效

抑制消费。

（3）资源税

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将土地、森林、海洋、草

原和淡水等自然资源列入征税范围，引导节约资源。完

善计税依据，对从量定额征收的应税资源的计税数量由

销售和使用数量改为实际开采和生产数量，直接在最初

环节限制资源的开采与生产数量。提高单位税额，对非

再生型、非替代型的稀缺资源加以重税，限制掠夺性

开采。

（4）企业所得税

在一定年限内给予资源回收产业的所有企业免征企

业所得税的优惠，以吸引和稳定更多的资金在该行业的投

入，促使该行业迅速发展和壮大，等待整个回收体系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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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起来后再选择适当的时机作相应的调整[10]。给予企业

通过非营利性机构对环保事业及环境美化方面的捐赠税前

全额扣除的优惠。同时借鉴国外经验，对环保企业的购进

设备以及其他企业购置的环保设施实行加速折旧。

（5）营业税

对于环境污染治理型、污染源控制型和资源综合利

用型企业实行全免营业税的政策。

4.2 完善税收分配体制，调动中央和地方发展环保产

业的积极性

发展环保产业，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协调配

合，需调动两者的积极性，因此促进环保产业发展

的税制改革、合理分配中央和地方收入显得特别重

要。可以将与现行促进环保产业发展的有关税收划

为中央和地方共享收入，由国税部门征收，再向地

方划拨款项。以后新开征的环境保护税全部划为中央

收入，由国税部门征收，中央政府再通过转移支付在

全国各地区进行分配使用，以使环保产业在全国范围

内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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