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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税收”是在传统的税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是为

了保护国家的生态环境，而对那些破坏环境和污染环境的企业

征税，来实现控制污染、保护环境的目的。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

初美国就开始实行相关的环境税的征收，不久之后西方的一些

发达国家也开始效仿，绿色税收的改革在当时非常流行。

1  我国绿色税收体系的现状

在全球经济都在高速发展的时候，最容易被忽视的就是生

态环境和资源问题，目前我国并没有具体的环境税体系，现行

的税收制度都是在传统的与环境有关的税种的基础上七拼八凑

出来的。

从我国当前的情况来看，如今我国对于环境保护方面征收

的税收总体上可以分为三大部分：一是对各不同税种征收费用，

主要是水质污染方面的税收；二是分散在各税种中并且影响力

度较弱的税收措施；三是绿色税收较为简单化的税收优惠措施，

主要体现在增值税和少量税收的减免。

２  我国绿色税收制度存在的问题

２.1 我国目前正在实行的对保护环境有促进作用的税制主

要是：对节能减排，科技绿色创新产业的投资进行一定的税收

优惠；控制重污染产品的进出和污染项目的执行；推动自然资

源的循环利用税收优惠等。同时，我国传统的环境保护性质的

各种税制也对实现可持续发展有积极的作用。

2.2在我国现有的税收体系中，大多数税种都是涉及范围非

常广，没有为保护环境而专门征收的独立税种，不能更加快速

的让资金的到更好的搜集，并且在合理的情况下得到最大的利

用，造成生态发展严重的失衡。

2.3绿色税收的优惠形式过于单一。我国目前制定的税制在

很多税种中都或多或少的含有保护环境性质的减税和免税的优

惠政策，虽然我国税收措施采取“奖限结合”的办法，但是仅

靠这减税、免税，形式过于简单化，真正起到的作用也是微乎

其微。

2.4 我国关于绿色税收的比重占整体的比重较低。近几年

来，我国绿色税收占总税收的比重一直维持在16%，这直接导致

我国政府无法更好的执行绿色税收对环境和资源的保护职能，

进而削弱了其在保护环境方面的作用。

３  我国绿色税收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第一，我国可以适当的向其他国家学习，丰富我国的税种

和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以吸引更多的企业加入保护环境的行列。

制定更高的环保技术标准，采取有效措施来鼓励对创新环保技

术的研究，开发和使用。同时，国家要侧重于对环保产业的发

展，给与他们更多的优先权。例如对环保和绿色产业可以减少

所得税的比重；大力支持环境保护的各方面投资，进行一定范

围的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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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扩大并在传统的税收制度上建立更加完善的环境税

种体系，并划分好征收的范围。开设新型的税收种类，多制定

为生态保护而征税的独立税种。可以增设水资源税、开征林木

资源税和草地保护资源税，增加对那些稀少或者不可再生的自

然资源的税收比例。同时，我国可以将传统的各含有环保性质

的税收加以整合，更好的方便国家的管理和控制。此外，需要

不断完善计税方法，合理制定税档之间间隔。对所有开发、使

用资源的企业和个人按他们生产产品实际上所使用的数量征税。

第三，政府不断的完善正在使用的环保税收政策，并且适

当的减少重污染等方面的税收支出。对于进口的对环境会造成

破坏和污染的原材料、半成品或者产成品征税更高的进口关税。

同时，要严格把关和限制有毒、有害的化学物品进入我国，海

关方面采取更高标椎的审查降低外来产品对我国环境的破坏和

影响，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国外的污染进入我国，并起

到了控制我国生态环境污染的作用。

第四，建立更加适合我国国情的绿色税收体制。一方面，制

定环境税收的监管部门，并进行合理化的分工，达到资源最大

化利用，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同时，贯彻合

作精神，环境保护部门应积极配合各级税务部门的工作，防止

偷税、漏税等现象的出现。另一方面，国家必须加强“绿色税

收制度”的征收和管理，运用更加科学化的方法核算，进行严

格的监督和审计。

第五、我国要不断的实践和完善国家的法律体系，将绿色

税收制度法制化，做到有法可依。建立绿色税收体系要有我国

的相关法律给与支持，加大其说服力。从以往偏向于重工业领

域，扩大到建筑、交通、政府机构和公共事业等大众化领域，对

企业的管控面也在全面的铺开，这也迫切需要我们国家规划出

一个更加有针对性和综合调节作用的税收体系。

总之，我国的绿色税收要体现公平公正的原则，应体现“谁

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恢复、谁收益谁付费”的生态环境保护

意识。同时实现税收的各方面合理公正，使新开征的税结合传

统税种的优秀之处相互协调配合。此外，应坚持以管理控制为

主要方面，筹集资金为次要方面，最大限度发挥税收的经济杠

杆作用，通过绿色税收将社会成本内在化，使外部性的负效应

得以补偿，从而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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