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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生态环境问题是我国21世纪的重大挑战，关乎经济

发展、宜居环境及百年奋斗目标。为应对此挑战，需实

施绿色发展战略，推动绿色转型，并构建绿色税收体

系。绿色发展注重高效、低耗、可持续、生态友好和资

源节约，旨在实现经济与环保双赢。我国绿色税收体系

已涵盖多个税种，其中消费税通过对高污染、高能耗产

品征税，引导绿色消费和生产。尽管消费税绿色化取

得成效，但仍待提升。为推动其作用，需分析现状、问

题，并采取优化税制、提高绿色化水平、加强征管监督

等措施，以利用消费税推动绿色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

1  促进绿色发展的消费税现状

1.1 促进绿色发展的消费税制度现状

可以从消费税的制度和征收两方面分析目前我国促

进绿色发展的消费税现状。从制度现状来看，依据《消

费税暂行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目前我国消费税共有

15个税目，征税对象具有特定选择性，其中与绿色发展

息息相关的有11个税目，占全部消费税税目的73%，可

以看出消费税绿色化程度高。这11个税目按目的可以划

分为三类：①是保护环境；②是节约资源；③是保护环

境并节约资源，具体情况如表1.1所示，实行从价定率、

从量定额和从价从量复合计征三种征税方式。消费税的

税率设置有目的性，对同一产品征收同等税负，对不同

的产品设置不同的税率，合理引导消费行为。征收环节

单一，大多仅在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征收一次，只有

卷烟、金银珠宝及超豪华小汽车会在其他环节加征，再

加上消费税属于价内税，通过征税可增加其消费成本，

引导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这充分体现了其寓禁于征的性

质，有利于促进绿色发展。

表1.1 消费税的绿色税目

税目 对环境产生的负外部性 绿色效应

一、烟 空气污染 减少环境污染

二、化妆品
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

废弃物污染
减少环境污染

三、鞭炮、烟火 空气污染、噪音污染 减少环境污染

四、涂料 空气污染、水污染 减少环境污染

五、电池
土壤污染、固体废弃物污

染、水污染
减少环境污染

六、木制一次性
筷子

消耗森林资源 减少资源浪费

七、实木地板 消耗森林资源 减少资源浪费

八、成品油 消耗石油能源、空气污染
减少资源浪费、减轻

环境污染

九、摩托车 消耗石油资源、空气污染
减少资源浪费、减轻

环境污染

十、小汽车 消耗石油资源、空气污染
减少资源浪费、减轻

环境污染

十一、游艇
消耗石油资源、空气污

染、水污染
减少资源浪费、减轻

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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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消费税收入（亿元）（2012-2022）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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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促进绿色发展的消费税征收现状

从征收现状来看，我国消费税收入整体呈上升趋势    

（图1.1），2022年的消费税收入是2012年的2倍多。消费

税属于中央税，是我国仅次于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第三

大税种，税源主要来自烟、酒、成品油、小汽车四类。

虽然消费税中促进绿色发展的税目较多，且其取得的消

费税收入在消费税总额中所占比重较高，但从消费税占税

收收入、GDP的比重情况分析，2012-2022年，消费税占税

收收入比重大部分都是低于10%，只在2022年超过10%；消

费税占GDP的比重就更低了，一直徘徊在1%—2%，且大多数

情况下呈下降趋势(图1.2）。

图1.2 消费税占税收收入、GDP的比重（2012-2022）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

由此可见，虽然消费税收入在2012—2022年总体呈上升

趋势，但它占税收收入、GDP的比重趋势并非如此，说明消

费税的同比增长率远低于税收收入同比增长率、GDP同比增

长率。然而经济要发展就需要不断投入生产资料，消耗资

源，然后拉动消费，最终会带来消费税收入的增加，但要

想让消费税发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作用，应该寓禁于

征，提高消费成本，约束消费行为，让税收收入的同比增

长率、GDP的同比增长率高于消费税的同比增长率。这样看

来目前消费税促进绿色发展的能力有限，绿色发展之路任

重道远，还需要不断调整改进。

2  促进绿色发展的消费税存在的问题

消费税在促进绿色发展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

征税范围、税率设置、征税环节、税收激励政策以及立法

层级等方面。

首先，征税范围较窄是一个显著问题。主要污染源、高

环境风险产品、高资源消耗产品及对环境产生负外部性的

无形服务并未纳入征税范围。例如，煤炭作为主要的二氧

化碳排放源和不可再生能源，其消费并未受到消费税的约

束。同时，《环境保护综合名录》中的高污染产品也未被

纳入征税范围，这与绿色发展理念相悖。此外，一次性纸

杯、塑料制品等资源消耗品也未被纳入征税范围，这不利

于资源的节约和环境的保护。

其次，税率设置不合理也是制约消费税促进绿色发展效

果的重要因素。尽管我国不断调整消费税税率，但总体上

税率较低，对消费行为的约束有限。例如，木制一次性筷

子和实木地板的消费税税率仅为5%，对消费者行为的约束

力较小。而对于高污染的电池和涂料，4%的税率也远不能

抵消其对环境的伤害。成品油消费税税率长期未调整，也

与绿色发展的理念不符。

再者，征税环节不合理导致消费者对税收负担缺乏直观

感受，税负透明度低。现行的消费税征收体系主要集中在

上游生产阶段，而消费者在购买时并不直接感受到税收负

担，这不利于发挥消费税在引导绿色消费和调节消费行为

方面的作用。

此外，消费税税收激励政策不足也是一个重要问题。目

前，我国仅对少数节能环保产品和新能源汽车给予税收优

惠，而对其他绿色产业的税收激励政策较少。这不利于激

发绿色产业生产研发绿色产品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引导消

费者进行绿色消费。

最后，立法层级较低也是制约消费税促进绿色发展的一

大瓶颈。我国消费税法律仍然是空白，现行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法律层级低，主要由国家税务总

局和财政部制定和修改，属于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这使

得消费税的职能发挥有限，并且缺乏规范性、权威性、稳

定性，实施效果欠佳。在消费税征收的具体实践中，也存

在征缴效率低等问题。

综上所述，为了促进绿色发展，我国消费税需要在征税

范围、税率设置、征税环节、税收激励政策以及立法层级

等方面进行全面改革和完善。

3  促进消费税绿色发展的措施

3.1 增加消费税绿色税目

增加消费税绿色税目，将主要污染源煤炭纳入征税范

围，借鉴国际经验，依据煤炭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和含碳量或煤炭含碳量与燃烧总量计算征税，此方式操作

性强、征管简便，适合我国国情。同时，应将高环境风险

产品、高资源消耗品纳入征税范围，如《环境保护名录》

中的产品，以及一次性纸杯、塑料制品、快餐盒等未征税

的一次性用品，这些制品消耗大量资源，不符合绿色发展

理念。消费税应扩大征税范围，引导人们绿色消费。

3.2 完善消费税绿色税目的税率设置

应当适当提高木制一次性筷子的税率。2016年到2022

年，外卖市场规模逐年增加（图3.1），一次性筷子的需

求量也逐年增加，木材的消耗量更在不断减少，提高木

制一次性筷子的消费税税率可以增加消费成本，寓禁于

征，约束消费行为，引导消费者减少或不使用木制一次

性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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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外卖市场规模（亿元）（2016-2022）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

应当适当提高实木地板的消费税税率。根据2024年政府

工作报告，截至2023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6.2%，大约有近

10亿人生活在城镇，城镇人口数量不断增加，也激发了商

品房的购买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商品房销售

面积每年都保持较高数量（图3.2），因此对实木地板的需

求量也有增无减。但实木地板消耗了大量的森林资源，5%

的低税率一方面无法有效约束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另一方

面所获得的税收收入无法抵偿资源的消耗。但在提高实木

地板的消费税税率时不能一刀切，像杨树、榆树等速生木

材征收的消费税税率要低于非速生的、珍稀木材，实行差

别征收，引导消费者绿色消费。

图3.2 商品房销售面积(亿平方米）（2017-2022）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

提高电池和涂料的消费税税率。电池和涂料对环境的危

害性都极大，仅对其统一征收4%的低税率是不妥当的，像

高档化妆品、鞭炮、烟火对环境的危害程度要低于电池、

涂料的危害程度，但是前者的税率比后者的税率要高11%。

为此电池和涂料的消费税税率可以尝试从4%提高到15%。

提高成品油的税率。虽然经过几次调整我国成品油的税

率不断上升，但还是低于其他国家，应该随着成品油价格

上升与时俱进提升税率。

3.3 优化征税环节

我国消费税应实施价税分离，鼓励绿色消费。十四五规

划将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以补充地方税收，但低价值、

难监管的产品不适用。其他税目因有销售环节监管制度，

适用后移，以促进绿色产品研发并避免偷税逃税。税务机

关应提供解答服务，设定回复时限，并成立领导小组商议

有争议的产品。

3.4 增加税收激励政策

为促进绿色生产和消费，我国应在消费税体系中增加税

收激励政策，引导生产者和消费者行为与绿色发展目标一

致。对环保、资源节约型产品和企业实施减税或免税，支

持节能减排技术研发。对高污染、高耗能的产品和行业征

收较高税负。税收约束与激励政策应相结合，推动绿色经

济发展。

3.5 提高消费税立法层级

随着消费税改革，立法提上日程。制定消费税法是适应

现代财政制度、完善国家治理的必由之路。立法过程要坚

持税收法定和绿色发展理念，立法主体要由国务院变为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立法内容需专业且具有可

行性，推进消费税绿色化，完善地方税收体系。立法程序

要严格按照四个阶段进行，不能简单修补暂行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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