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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关注的环境保护税已经于2018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即将于一季度征
收的首个申报期也日渐临近。1月10日，记者从财政部、国税总局、环保部获悉，目
前各地已经普遍成立环保税征管准备工作小组，建立跨部门协作机制，环保税各

项征管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今年1月1日起开征的环境保护税，由此前政府非税收入中的

排污费改税，“主要目的是促进环境保护， 筹集财政收入不是首要
任务”。财政部税政司司长王建凡1月10日做出上述表示。

财政部税政司司长王建凡介绍说， 为充
分调动地方政府做好污染防治工作的积极
性， 同时兼顾各地排污费标准差异较大的实
际情况，对大气和水污染物设定幅度税额，并
授权各省（区、市）在规定幅度内。“统筹考虑
本地区环境承载能力、 污染物排放现状和经
济社会发展目标要求，确定具体适用税额。”

他表示，在给地方授权的同时，只是有限
的授权，例如税额的选择权。但是，在征收范围
和税收优惠等方面， 给地方的选择空间很小。
既要保证费改税平稳过渡，又要保障现有架构
下避免出现利益差距太大、税收洼地、不良竞
争等现象。“环保税后期经过实践还会进一步
完善，在绿色发展方面发挥更精准的作用”。

国家税务总局财产和行为税司司长蔡自
力表示， 开征环保税目的主要不是为了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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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高污染、高排放企业加速绿色转型。蔡
自力介绍，环保税立足于构建两大机制：一是
“多排多缴、少排少缴、不排不缴”的正向减排
激励机制；二是“国家定底线，地方可上浮”的
动态税额调整机制。

目前环保税法、 实施条例及部分配套文
件已经实施， 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火电、造
纸、钢铁等17个行业污染物排放量计算方法，
以及未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采矿业、 制造业
等适用的排污系数、物料衡算方法已经明确。
据记者了解，下一步财政部、税务总局、环保
部将明确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的确定标准、纳
税人适用排污系数和物料衡算方法、 纳税申
报数据资料异常的具体认定标准等。

此外， 自2017年6月底， 为落实税法要
求， 税务总局与环保部率先建立部门协作机
制。目前，各地也普遍成立环保税征管准备工
作领导小组，建立了跨部门征管协作机制。

环保税对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固体废
物、噪声（仅对工业噪声征收）等四类污染物
征收。

2016年全国排污费收入209亿元， 而当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中用于节能环保的支出
4735亿元，重点用于支持大气、重金属和重
点流域水污染防治等工作， 预算安排的相关
支出远远超出排污费收入。费改税后，尽管税
收刚性增强，相比此前的排污费，一些省份也
上调了税额标准， 环保税收入仍将远远低于
环保支出。

“200多亿元的收入规模， 在税收总收入
中占比很小。因此，环保税的生态保护意义远
大于收入意义。” 王建凡称， 环保税目前的征
税范围主要是考虑费改税的税负平转， 后期
根据发展的需要， 会不断完善环保税本身的
税目和税率设计， 使其在绿色发展方面发挥
更精准的作用。

国家税务总局财产和行为税司司长蔡自
力表示，环保税是行为税，对直接向环境排放
应税物的行为征税， 不是普遍征收的税种。
“发挥环保税的税收杠杆调节作用，引导企业

既算经济账，也算环保账，使高污染、高排放
企业加速绿色转型， 让清洁生产企业获得发
展先机和竞争优势， 这才是环保税的征税目
标。”

与其他税种不同， 环保税的征收对环境
监测等方面的专业要求较高。 环保税法第一
次将部门合作写入法律，确定了“税务征管、
企业申报、环保监测、信息共享、协作共治”的
征管机制。

环境保护部环境监察局副局长夏祖义表
示，税务、环保部门共同开发建设的环保税涉
税信息共享平台，目前已经完成了基础方案，
预计3月完成平台建设并投入运行。在提升污
染物排放监测能力和水平方面， 除了国家重
点监控的排污企业， 要按规定安装自动监测
设备， 还要培育污染物排放第三方专业监测
机构， 解决一些地方和排污企业监测能力不
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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