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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稅務熱訊點評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與中華產業國際租稅學

會致力兩岸稅務交流不遺餘力，已為對岸各地

稅局來台參訪指定交流對像，繼 5 月份遼寧省

國家稅務局及湖北省武漢市審計局來訪後，6

月份山東省青島市國稅局由于光副局長(圖右

六)率團前來訪問，由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副

所長暨中華產業國際租稅學會吳德豐理事長

(圖若七)親自熱烈接待。于光副局長非常感謝

中華產業國際租稅學會提供此次的交流，也邀

請吳理事長率團回訪，由渠等盡地主之誼。

大陸環境保護稅法草案徵求意見中

背景

環保要求近年來在中國大陸逐漸受到重視，目前雖有排污費的徵收，但在中國大陸十八屆

三中全會中正式提出了環境保護稅改費的要求。基此，中國大陸國務院法制辦公室於 2015 年 6

月 10 日公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稅法（徵求意見稿）》（以下簡稱《環保稅法》），正式

徵求公眾意見。以下將就環保稅法可能的修訂方向與影響摘要說明。

重要內容

 徵收標準與計算方法與現行排污費大致相同

凡在中國大陸領域以及管轄的其他海域，直接向環境排放應稅污染物的企業事業單位和其

他生產經營者，即為環保稅的納稅義務人。《環保稅法》規定了5類污染物作為環保稅的徵

稅對象，它們分別是大氣污染物、水污染物、固體廢物、噪音（包括建築施工噪音和工業

噪音）以及其他污染物。

環保稅採用固定稅額的辦法，從量計徵，即以應稅污染物排放數量為計稅依據乘以“環境保

護稅稅目稅額表”規定的具體稅額。不同種類的污染物，其計稅依據不盡相同：大氣污染物

和水污染物，按照污染當量數確定；固體廢物，按照排放量確定；建築施工噪音按照建築

面積確定；工業噪音，按照超標的分貝數確定。

 新增加免徵或減徵等稅收優惠規定，超標排放者還將被加倍徵收環保稅

機動車等流動污染源與農業生產排放的應稅污染物等免徵環保稅。此外，納稅人排放的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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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大氣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的濃度值低於國家或者地方規定污染物排放標準50%以上，且未

超過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標準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可以決定在一定期限內減

半徵收環保稅。

企業超標排放應稅大氣污染物和水污染物，會被加倍徵收環保稅。污染物排放濃度值高於

國家或者地方規定的污染物排放標準，或污染物排放量高於規定的排放總量指標的，按照

當地適用稅額標準的 2 倍計徵；兩種標準同時超標的，計徵倍數將提高到 3 倍。

 對污染企業加以處罰，並對重點污染行業加強管理

如果納稅企業未按規定向稅務機關繳納環保稅，將依照《稅收徵收管理法》、《環境保護法》

和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受到相應處罰。被列入重點監控（排污）的納稅人（一般包括化工、

紡織等行業），排放應稅污染物的種類、數量等申報情況，由主管稅務機關提請環境保護主

管部門審核，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出具審核意見。

 由稅務機關徵收，徵收環保稅後不再徵收排污費

資誠觀察

台商企業在中國大陸經營，除需依照現有法律法規之要求與限制，以達到工商、勞動保護

與稅務等標準外，未來將需密切關心環保稅此一可能新增的稅種所帶來的影響。

之前繳納排污費的企業稅負一般不會因為開徵環保稅而明顯加重，但是對於之前並未繳納

排污費的企業來說，仍應重新審視自己的運營，評估是否有排污行為或將產生額外的環保稅納

稅義務。另外，對於未按規定繳納環保稅的納稅人，稅務機關將依據《稅收徵收管理法》的相

關規定給予其處罰，處罰力度相比排污費而言將有所增加。此外，對於從事化工、紡織等行業

的台商，由於很可能被列入重點監控（排污）納稅人的範圍，更應密切注意相關徵收管理的要

求。

“費改稅”前排污費由環保部門徵收，開徵環保稅後，將由稅務部門負責徵收，徵收力度將

會明顯加強。然而，由於污染物排放量的核定工作具有一定的專業性，稅務部門很難獨立完成，

納稅人應該和環保相關部門保持密切溝通。

《環保稅法》徵求意見截至期為2015年7月中旬，下一步會結合公眾意見，做進一步的修

改，待全國人大審議通過後才會發佈，預計正式頒佈尚需時日。台商企業應持續注意此一發展

以便即時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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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任何中國稅務相關問題，請與我們聯繫：

兩岸稅務諮詢與管理服務

段士良 執業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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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ol.chen@tw.pwc.com

鮑敦川 協理
+886 2 27296666 ext.23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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