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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认为，利用税收政策鼓励经济结构调整是发展低碳经济的一条有效路径。基于此，本文对各国低碳经济发

展实践进行了回顾，并提出了实施有关税收政策的具体建议，以期为有关方面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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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经济结构、发展低碳经济的税收政策分析

一、各国低碳经济发展实践

各国的低碳经济政策主要集中于开征碳税、进行财政补

贴和实施税收优惠等方面。其中，开征碳税被发达国家认为是

富有成效的政策手段。碳税是一种混合型税种，它的税率由能

源的含碳量和发热量决定。不同的能源会有不同的税负，低碳

能源的税负要小于高碳能源的税负。近几年，英国、美国、丹

麦、挪威、瑞典等发达国家对燃烧会产生 CO2的化石燃料开

征碳税。政府对有利于低碳经济发展的经济行为给予补贴，这

是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经济手段。如英国的电力供

应者被强制要求提供一定比例（由 2005 ~ 2006年的 5.5%提高
到 2015 ~ 2016年的 15.4%）的可再生能源，与此同时给予电力
供应者一定的补贴；丹麦在能源领域对绿色用电和近海风电

实施定价优惠、对生物质能发电进行财政补贴等以推动可再

生能源进入市场；加拿大自 2007 年起对环保汽车购买者提供
1 000 ~ 2 000加元的用户补贴，鼓励本国消费者购买节能型汽
车，减少 CO2排放。为了促进低碳经济发展而实施税收优惠

政策是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措施。如在英国，如果与政府签署

气候变化协议的企业达到了协议规定的减排目标，就可以减

免 80%的碳税；美国政府规定，可再生能源相关设备费用的
20% ~ 30%可以用来抵税，可再生能源相关企业和个人还可享
受 10% ~ 40%额度不等的减税优惠；欧盟国家如英国、丹麦等
对可再生能源不征收任何能源税，对个人投资的风电项目免

征所得税等。

根据杨杨和杜剑（2010）的研究，关于欧盟国家碳税征税
对象和税率两方面特征的对比分别见表 1、表 2。

从表 1可以看出，部分欧盟国家在开征碳税时根据征税

对象反映的税基宽度是存在差异的，具体表现在一次能源（如

煤、石油、天然气等）和二次能源（如电力等）及其内部结构作

为税目的选择上。

从表 2可以看出，欧盟国家对碳税均实行有限制的浮动
定额税率。此外，目前大部分欧盟国家的碳税税率有两种形

式：一种由能源的含碳量决定，所有固体和液体的矿物能源包

括煤、石油及其各种制品都是按其含碳量缴纳碳税；另一种是

由能源的发热量决定，如对电力征税等。

此外，欧盟国家一般在生产环节征税，并设置了一些税收

优惠政策。如芬兰的减免项目较少，主要对电力行业免税；挪

威的减免项目较多，包括对采掘业、制造业中作为原材料使用

的矿物油、汽油、煤和焦炭免税，对在农业和海运及沿海航运

运输业中使用的矿物油免税等。

二、我国低碳经济结构调整的相关税收政策

1. 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现状。从低碳经济的国际发展来
看，其必然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李艳君，2010）。我国在
低碳经济发展方面的应对举措包括，从 2006年的《可再生能
源法》到 2007年的《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中国应对气候
变化国家方案》，再到 2008年修订后施行的《节约能源法》、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以及 2009年颁布的《资源
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循环经济促进法》和《中国

至 2050年能源科技发展路线图》。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 GDP总量虽然已经跃居世界第三

位，但是我国的人均 GDP直到 2008年才突破 3 000美元，和
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现阶段的首要任

务仍旧是发展经济。根据库兹涅茨环境曲线，人均 GDP和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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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欧盟部分国家碳税征税对象比较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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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

荷兰

瑞典

柴油的碳税税率渊欧元/L冤
0.423 9耀 0.429 9
0.366 9耀 0.380 6
0.053 8耀 0.333 2
0.046 6耀 0.374 9
0.431 3耀 0.471 3

表 2 欧盟部分国家对柴油开征碳税的税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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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退化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环
境才会改善，而该转折点为人均 GDP达到 4 000 ~ 5 000美元
或 7 114 ~ 13 383美元。显然，我国未达到转折点水平，加快经
济发展和改善气候环境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冲突。

因此，虽然发展低碳经济是趋势，但是我国的低碳经济并

不是不要增长的经济，而是通过将经济增长与低碳排放相结

合，这个结合就是经济结构调整。因此，运用税收政策对低碳

经济结构进行调整是使得低碳经济良性发展的有效手段。

2. 鼓励低碳经济结构调整的具体税收政策。在我国的经
济结构中，第二产业一直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2009年 GDP
中第二产业的份额为 156 957.95亿元，占总额的 46.80%。由
于第二产业是以高能耗、高排放为特征的，因此通过调节经济

结构发展低碳经济将是一条有效的途径。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减

少碳排放的相关税收政策，是在围绕如何制定产业政策、限制

重污染行业发展、引导消费需求的同时加强研究与开发等实

施的。具体的税收政策主要体现为在现有税制中针对与低碳

经济有关的不同税种实施税收优惠和开征新税种两个方面。

（1）基于现有税制针对与低碳经济有关的不同税种实施
税收优惠来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将有效减少发展低碳经济遇到

的阻力。

在现有税种中，与碳排放相关的主要有消费税、资源税、

车船税、车辆购置税和企业所得税。针对消费税，需要更好地

突出消费的导向作用。对于化妆品、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高

档手表、高尔夫球及球具、游艇等奢侈品，在以往单纯按照奢

侈品的划分来征税的基础上，可以考虑将其进一步划分为高

碳奢侈品、低碳奢侈品，然后针对高碳奢侈品征更重的消费

税；对于木制一次性筷子、实木地板等损害环境的税目，按照

碳排放区别对待；关于成品油、小汽车、摩托车等直接消耗自

然资源、增加碳排放的税目，有关税率的设置可以先区分碳排

放量再作更进一步的引导。

关于车船税和车辆购置税的征收，也可以区别车辆的碳

排放量作进一步的区分，对于高排放、高污染、高能耗的车辆

类型确定更繁重的税负，对于能够有效节能减排的则作相应

减免，从而达到一定的调控效果。

针对会直接增加碳排放的自然资源的开采、提炼，可以通

过增加相应的资源税税负进行调节，通过这种方式将该部分

税负加入产品的价格中，抑制对其在一定程度上的过度消

耗，如对于石油、煤、天然气、金属等开采。通过加强技术研发

与转化寻求替代能源，控制高碳排放资源的过度使用，减少碳

排放。

而在现有税制中对碳排放影响最大、调控面最广、效果最

明显的就是企业所得税。根据税制改革的思路，现有企业所得

税的调控应更重视行业调整而弱化地域调整，要规范优惠项

目、优惠基础等，因此可以从引导行业投资、落实产业政策、加

强环境保护、节能节水、综合利用资源以及安全生产等促进技

术创新和科技进步的方面实施优惠政策。具体可以从以下几

个方面进行尝试：淤加强对低碳排放行业的分析与政策鼓励，
转变高能耗、高排放行业的经济增长模式，具体可以通过设置

行业优惠税率的方式进行调控；于加强减少碳排放的技术研
究，鼓励企业进行相关清洁能源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并可以通

过将研发费用更大程度地在税前扣除予以调节；盂对于环境
保护、节能节水设备的购置，可以考虑将购买价款抵减应纳税

所得额。这些措施对行业发展进行引导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至关重要。

本文接下来将对低碳经济下实施分行业企业所得税税率

优惠的可行性进行分析，具体结果见表 3、表 4。在分析过程
中，剔除了实际企业所得税税率为负或大于 100%的数据。实
际企业所得税税率=所得税费用/利润总额。

从表 3可以看出，与高碳排放紧密相关的行业如 B采掘
业，D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E建筑业，J房地产业
等行业上市公司的实际企业所得税税率均在 20%以上，处于
较高的水平，具备实施税收优惠以将企业所得税税率适当调

低的现实可能性。从表 4可以发现，这些细分的高碳排放行业
上市公司的实际企业所得税税率都处于较高水平。尽管完全

按照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分析可能会使分析结论存在差

异，但是至少我们会发现代表着我国各行业领先水平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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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行业分类渊2001冤
A 农尧林尧牧尧渔业
B 采掘业
C 制造业
D 电力尧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E建筑业
F 交通运输尧仓储业
G 信息技术业
H 批发和零售贸易业
I 金融尧保险业
J 房地产业
K 社会服务业
L 传播与文化产业
M 综合类

2008年
11.47%
19.73%
19.16%
26.54%
25.07%
18.45%
15.26%
25.19%
19.26%
27.15%
20.35%
19.63%
28.98%

2009年
13.64%
22.12%
18.59%
21.47%
21.73%
20.39%
15.20%
24.85%
20.87%
26.94%
20.63%
17.50%
25.98%

平均值

12.56%
20.93%
18.88%
24.01%
23.40%
19.42%
15.23%
25.02%
20.07%
27.05%
20.49%
18.57%
27.48%

表 3 各行业上市公司实际企业所得税税率

行业细分类别

B01煤炭采选业
B03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B05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C65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C69金属制品业
C75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D01电力尧蒸汽尧热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D03煤气生产和供应业
E01土木工程建筑业
E05装修装饰业
J01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业

2008年
21.59%
21.82%
23.69%
19.70%
20.56%
20.29%
27.94%
24.56%
25.35%
21.07%
27.15%

2009年
23.31%
20.19%
25.41%
19.74%
22.40%
20.32%
22.12%
27.05%
21.55%
23.75%
27.04%

平均值

22.45%
21.01%
24.55%
19.72%
21.48%
20.31%
25.03%
25.81%
23.45%
22.41%
27.10%

表 4 基于行业细分的上市公司实际企业所得税税率

行业分类渊2001冤

B 采掘业

C 制造业

E 建筑业

J 房地产业

D 电力尧煤气及水
的生产和供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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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村金融的发展对我国正在大力开展的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分析了当前我国农村金融在发展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有关解决对策。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 农村金融 三农 财政支持 农村保险业

王作虎 韩 旭

渊重庆大学贸易与行政学院 重庆 400044 山东费县农村合作银行 山东费县 273400冤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金融

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实现社会共同发展、人民共同富裕的必要程序，同

时也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农村金融作为新农村建设

的经济核心，对新农村建设起到关键作用。农村金融在新农村

建设中的作用，近年来受到各方面的热切关注。中央文件明确

提出，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和水平，加强财税政策与农村金

融政策的有效衔接，引导更多信贷资金投向“三农”。农村金融

必须在现代农村经济发展中有所作为，进一步为城市社区和

广大农村地区居民提供基础金融服务，并与其他商业银行形

成互补关系，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

农村金融的出发点就是要为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经

济繁荣和农村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和保障。农

村金融机构必须把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作为战略重点，稳步

有效地开展各项工作。新农村建设需要农村金融大力支持，农

村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和金融创新能力对于其是否能有效支

持农村经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农村金融对现代

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在建设新农村过程

中仍有一些不足。

1. 农村金融信贷资金供给不足。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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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企业所得税税率水平，在此基础上考虑如何通过企业

所得税税率的调整来促进企业的低碳排放将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2）通过开征碳税进行低碳经济结构调整。新开征的碳税
的征税对象即税目的设置可以参考欧盟国家的经验，分别按

一次能源、二次能源等标准开征，但是具体的选择还是要结合

我国的实际情况，考虑征收的调控功效和税收征管的可操纵

性。新开征碳税的税率也可以考虑行业间有差别的浮动定额

税率，如对碳排放较高的产品制造行业确定较高的定额碳税

税率，并考虑对不同税目根据其征税对象的碳排放量设置差

异税率。纳税环节可以视调控行业的不同分为生产环节和消

费环节，这样主要是便于对行业资本流动和最终消费品的需

求进行调控。关于税收优惠，对于减排达到一定标准的行业可

以实施减免税并提供更多的技术、资金支持等政策。此外，在

开征碳税的同时还需要考虑国外开征碳税以后对我国出口的

影响，如其他国家可能对我国产品征收碳关税等。

三、相关建议

发展低碳经济是未来我国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而

是我国目前仍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尽管减少碳排放是我们

的愿景和责任，但目前最主要的任务仍是要保证经济的持续

增长。因此，我国在发展低碳经济的实践中，应该更多地通过

经济结构调整使减少碳排放与经济增长更紧密地结合，而利

用税收政策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就是一个很有效的手段。

笔者认为，利用税收政策进行基于行业的经济结构调整

从而使得减少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目标相统一的途径如下：

（1）针对现有 18个税种中与减少碳排放密切相关的税种，
分别根据调控的方向和方式通过税目的选定、差异化税率的

设置以及税收优惠条件的确定等方式对有关行业进行引导。

（2）调研开征碳税的时机和条件，结合国际经验和我国国
情适时开征碳税，以使低碳经济结构调整中行业的调整更具

针对性。

（3）在利用税收政策调控的过程中，更多考虑行业的因素
对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1.庄贵阳.中国经济低碳发展的途径与潜力分析.太平洋
学报袁2005曰11

2.杨杨袁杜剑.低碳经济背景下欧盟碳税制度对我国的启
示.煤炭技术袁2010曰3

3.郭代模袁杨舜娥袁张安宁.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基本思
路和财税政策研究.经济研究参考袁2009曰58

4.徐冬青. 发达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做法与经验借鉴.世
界经济与政治论坛袁2009曰6

5.鲍健强袁苗阳袁陈锋.低碳经济院人类经济发展方式的新
变革.中国工业经济袁2008曰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