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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及文献回顾

2014 年，国际市场油价大幅下挫，印度、印尼、马来西亚等国纷纷利用此次机会，对成品油消

费税税率进行调整或取消成品油的价格补贴。我国在 2014 年底至 2015 年初的短短 45 天时间内，连

续三次上调成品油消费税税率，单位税额上调幅度达到 50%以上。如此频繁和大幅度地调整税率引

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热议。成品油消费税调整意欲何为？成品油消费税调整是否顾及消费者的利益？

成品油消费税调整是否符合税收法定原则？我国成品油消费税的税率水平是否合理？未来是否会继续

上调？这些疑问使成品油消费税改革迅速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国外关于成品油消费税税率水平的专门研究主要集中于税率水平的影响因素和最优税率测算两个

方面。Gupta 和 Mahler （1995） 考察了 1973- 1991 年 120 个国家石油征税政策和税率的变化，认为一

个国家石油产品税率水平取决于用路成本、拥堵成本、环境污染、收入再分配、筹集收入、外贸战略

等一系列复杂经济和政治因素，存在巨大的国别差异，远非单凭经济理论所能解释。[1]Parry 和 Small
（2005） 通过建立静态 CGE 模型，测算了英国和美国的最优汽油税税率水平，发现英国的最优税率大

大低于其实际税率，而美国的最优税率大大高于其实际税率，并指出对最优税率水平影响最大的因素

是拥堵外部性。此外，财政需求、污染外部性、交通事故外部性等也对最优税率有显著影响。[2]Pa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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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4 年底至 2015 年初，我国在短短 45 天内连续三次上调成品油消费税税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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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但在不同环保标准和不同用途成品油的差异化课税方面还有待完善，总体税负也有继续上调

空间。因此，在借鉴国外成品油消费税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成品油消费税制度。即按

照不同环保标准进行成品油消费税的税率结构细分、区别不同用途设置适当的税收减免、建立规范

的成品油消费税税率调整机制，增强社会各界对成品油消费税税率调整的理性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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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Strand （2012） 以智利这一中等收入国家为例，提出了一种测算机动车外部性规模大小，进而测算

最优汽油、柴油税率的一般均衡分析模型，并指出智利的最优税率应低于欧洲国家但高于美洲国家。[3]

Arturo 和 Fausto（2014） 利用 Parry 和 Small （2005） 的研究模型，以墨西哥为例，研究了欠发达产油

国家的最优汽油税税率，认为污染成本、交通事故成本和政府补贴的差异是造成欠发达国家和发达国

家最优汽油税税率差异的主要原因，并指出欠发达国家的汽油税归宿整体上是累进的。[4]

我国现行成品油消费税的税率水平形成于 2009 年 1 月 1 日的成品油税费改革 （又称燃油税改

革）。此后，国内对成品油消费税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 2009 年成品油税费改革的成

效进行评价。如胡鞍钢 （2012）、靳东升 （2012）、克拉玛依市财税课题组 （2012） 对改革成效进行了

积极肯定的评价。[5- 7]二是对未来成品油消费税改革方案和改革难点进行讨论。如龚新宇 （2012）、白彦

锋等 （2015） 分别从征税环节、税率形式、收入归属等方面对成品油消费税的改革趋势进行了探讨。[8- 9]

三是对成品油消费税的经济与社会效应进行分析。如孟莹莹等 （2012） 分析了成品油消费税的消费效

应，史锦华和罗添元 （2012） 分析了成品油消费税的收入分配效应，尹音频等 （2015） 分析了成品油

消费税的供求效应。[10- 12]四是对影响成品油消费税税率水平的因素进行分析。如袁曙光 （2012） 选取美

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成品油税负水平进行比较，发现一国成品油税负水平的高低并无统一标准，

取决于该国的具体国情和政策取向，包括资源禀赋和环境的承载能力、油价的经济结构调整效应、宏

观微观主体的承受力等。[13]此外，白彦锋 （2009）、李徐润 （2010） 在构建我国绿色税制的框架下探讨

了完善我国消费税的基本思路和方向，但并未具体研究成品油消费税的税率水平形成机制。[14- 15]

综上所述，相比国外学者对成品油消费税税率水平的深入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国内学者对成品

油消费税的研究更多侧重于税制改革方向和税收调控效果的分析，而专门针对成品油消费税税率水平

和税负水平进行大范围跨国比较研究的成果尚属少见，对最优税率的模拟测算更属空白。
因此，本文选取 2014 年 36 个主要国家的最新成品油消费税数据，通过对中外成品油消费税税率

水平和税负水平的对比分析，借以评判我国成品油消费税的税负水平，探讨我国消费税税率机制存在

的问题，并提出完善我国成品油消费税税率制度的对策建议。

二、我国成品油消费税的税率和税负水平

我国于 1994 年开始征收成品油消费税，最初的征税范围只包括汽油和柴油。自 2006 年 4 月 1 日

起，为了更好地促进节能减排、经济结构调整及引导消费，将征税范围扩大到石脑油、溶剂油、润滑

油、燃料油、航空煤油，形成现行成品油消费税的 7 个子税目。
（一） 税率水平

早在 1994 年课税之初，我国成品油消费税就一直采用定额税率、价内征收的课税形式。从 1994
年实施消费税到 2015 年 1 月，随着国内经济环境、税收收入形势、国际油价的变化，我国成品油消

费税税率水平经历了 6 次调整 （如表 1 所示）。
第一次调整 （1999 年）：增加含铅汽油与无铅汽油的划分，实施不同税率，适度提高含铅汽油的

税率水平。
第二次调整 （2006 年）：保持汽油和柴油的税率不变，将征税范围扩大到石脑油、溶剂油、润滑

油、燃料油、航空煤油，防止纳税人通过混淆应税产品来逃避纳税。但是，此次调整的石脑油、溶剂

油、润滑油和燃料油暂按照应纳税额的 30%缴纳消费税，直至 2008 年 3 月 1 日才恢复按照法定税率

全额征税。航空煤油则一直暂缓征税。
第三次调整 （2009 年）：即燃油税改革，将养路费并入消费税，成品油各子税目的税率均相应提

高。新增消费税收入主要用于替代各地公路养路费、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以及对种粮农民、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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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群体和公益性行业进行补助。

第四次调整 （2014 年）、第五次调整 （2014 年）、第六次调整 （2015 年） 发生在国际油价连续下

跌的背景下 （国际油价从 2014 年 6 月超过 100 美元 / 桶急跌至 2015 年 1 月不足 50 美元 / 桶），成品

油消费税税率连续三次密集上调，汽油、石脑油、溶剂油和润滑油的消费税单位税额由 1.0 元 / 升提

高到 1.52 元 / 升，柴油、航空煤油和燃料油的消费税单位税额由 0.8 元 / 升提高到 1.2 元 / 升。同时，

取消含铅汽油的课税 （因我国已禁止生产车用含铅汽油），航空煤油继续暂缓征税。
（二） 税负水平

我国成品油相关税费包括消费税、17%的增值税，7%的城市维护建设税、3%的教育费附加和 2%
的地方教育费附加。成品油消费税作为价内税，消费税税率的变动必定引起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

及教育费附加的变动。伴随成品油消费税单位税额的逐步提高，成品油消费税的税负水平及总体税负

水平也不断提高。以北京市 93 号汽油的零售价格为例，表 2 对我国从 1999 年以来历次消费税税率调

整后的汽油消费税税负水平进行了比较。截至 2015 年 1 月 13 日，汽油的总税负水平达到 43.6%，其

中，消费税的税负水平达到 24.47%，占全部流转税总税负的 56%。
表 2 我国汽油税负水平的变化情况 单位：元 / 升

时间
1999 年
1 月 1 日

2006 年
5 月 24 日

2009 年
3 月 25 日

2014 年
11 月 29 日

2014 年
12 月 15 日

2015 年
1 月 13 日

汽油零售价 2.38 5.09 5.56 6.76 6.76 6.21

增值税 0.34 0.74 0.81 0.98 0.98 0.90

消费税 0.2 0.2 1.0 1.12 1.4 1.52

城市维护建设税 0.04 0.06 0.13 0.15 0.17 0.17

教育费附加 0.03 0.05 0.09 0.10 0.12 0.12

合计 0.61 1.05 2.03 2.35 2.67 2.71

消费税税负 8.4% 3.9% 17.98% 16.6% 20.7% 24.47%

总税负 25.63% 20.6% 36.51% 34.76% 39.5% 43.6%

数据来源：汽油零售价格来自易车网，其他税收数据是作者根据税法相关规定计算而得出。表中的消费税税负=消费

税 / 汽油零售价，总税负=所有税费合计数 / 汽油零售价。

以北京市 0 号柴油零售价格为例，表 3 对我国历次税率调整后的柴油税负水平进行了比较。同

表 1 我国成品油消费税税率的变化情况 单位：元 / 升

税目
1994 年
1 月 1 日

1999 年
1 月 1 日

2006 年
4 月 1 日

2009 年
1 月 1 日

2014 年
11 月 29 日

2014 年
12 月 13 日

2015 年
1 月 13 日

1. 汽油 - - - - - - -

无铅汽油 0.2 0.2 0.2 1.0 1.12 1.4 1.52

含铅汽油 - 0.28 0.28 1.4 - - -

2. 柴油 0.1 0.1 0.1 0.8 0.94 1.1 1.2

3. 石脑油 - - 0.2 1.0 1.12 1.4 1.52

4. 溶剂油 - - 0.2 1.0 1.12 1.4 1.52

5. 润滑油 - - 0.2 1.0 1.12 1.4 1.52

6. 燃料油 - - 0.1 0.8 0.94 1.1 1.2

7. 航空煤油 - - 0.1 0.8 0.94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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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我国柴油的消费税税负和总税负水平也不断提高。截至 2015 年 1 月 13 日，柴油的总税负水平达

到 34.5%，消费税的税负水平达到 20%，占全部流转税总税负的 58%。
表 3 我国柴油税负率的变化 单位：元 / 升

时间
2005 年
5 月 1 日

2006 年
3 月 1 日

2009 年
1 月 1 日

2014 年
12 月 1 日

2014 年
12 月 15 日

2015 年 1 月
13 日

柴油零售价 3.62 4.36 5.26 6.68 6.68 5.90

增值税 0.53 0.63 0.76 0.97 0.97 0.86

消费税 0.1 0.1 0.8 0.94 1.1 1.2

城市维护建设税 0.04 0.05 0.11 0.13 0.14 0.14

教育费附加 0.03 0.04 0.08 0.09 0.10 0.10

合计 0.7 0.82 1.75 2.13 2.31 2.04

消费税税负 2.7% 2.2% 15% 14% 16.5% 20%

总税负 19% 18.8% 33.3% 31% 34.6% 34.5%

数据来源：0 号柴油零售价来自新华网和金投网，其他税收数据是作者根据税法相关规定计算而得出。表中消费税

税负=消费税 / 柴油零售价，总税负=所有税费合计数 / 柴油零售价。

当然，成品油的税负水平是应纳税额与油价的比值。这不仅取决于相关的税收政策，而且还受市

场油价的影响。然而，我国成品油价格的形成机制决定成品油价格处于频繁波动之中，因此，其税负

水平也必然随着油价的波动而不断变化。总体而言，当前我国成品油消费税的税负水平在 20%以上，

总税负水平在40%左右，消费税占总税负的比重接近 60%，消费税是成品油最主要的税负来源。

三、国外成品油消费税的税率和税负水平

基于环保节能的需要，对成品油征收消费税进行特殊调节是国际惯例。世界各国成品油的征税范

围大同小异。其中，汽油和柴油是成品油消费税的必备课税对象，汽油通常区分为含铅汽油和无

铅汽油。此外，大部分国家还对燃油、液态石油气、煤油等产品课税，少数国家征税范围还包括

液化天然气、沼气、石油沥青和焦油等。以下选取部分国家汽油的消费税税率水平和税负水平进

行比较分析。

（一） 汽油的税率水平

各国在制定汽油的税率时，通常区分为含铅汽油和无铅汽油。含铅汽油是为了提高汽油的辛烷值

和抗爆震性能，在汽油中添加了微量的四乙基铅。随着炼制工艺的改进，许多国家 （包括我国） 已经

禁止销售含铅汽油，但仍有不少国家在成品油消费税中保留了含铅汽油的税率，且含铅汽油的税率高

于无铅汽油。以下对汽油消费税税率和税负水平进行比较，仅以无铅汽油为例。
1. 欧盟国家

根据欧盟委员会 2014 年发布的专题报告《Excise Duty Tables》，2014 年 7 月欧盟国家无铅汽油

的消费税税率水平如表 4 所示。由表可知，在欧盟国家中，消费税税率最低的为保加利亚，税率为

363.02 欧元 / 千升，折合人民币 3.01 元 / 升 （按 2014 年 7 月 1 日汇率：1 欧元 = 人民币 8.2875 元）；

税率最高的为荷兰，759.24 欧元 / 千升，折合人民币 6.29 元 / 升。各国平均税率水平为 545.49 欧

元 / 千升，折合人民币 4.52 元 / 升。

部分欧盟国家在制定无铅汽油消费税税率时，会将无铅汽油划分为不同等级。如按照硫含量、汽

油的辛烷值不同，分别制定不同的税率水平。例如，德国无铅汽油如果含硫量大于 10mg/kg，，则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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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669.8 欧元 / 千升，折合人民币 5.55 元 / 升；而含硫量小于或等于 10mg/kg，则税率水平为 654.5 欧

元 / 千升，折合人民币 5.42 元 / 升。同样，以含硫量 10mg/kg为划分标准的国家还有奥地利、卢森堡。
部分国家对辛烷值高的汽油适用更高的税率，如比利时、西班牙和法国。还有的国家对添加了生物燃

料的汽油区别对待，如斯洛伐克。

2. 非欧盟 OECD国家

美国成品油消费税包括联邦消费税和州消费税，各个州的成品油消费税税率不同。以 2015 年 4
月数据为例 （以下数据来自美国石油协会 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 网站），联邦汽油消费税税率为

18.4 美分 / 加仑；在州消费税中，税率最高的是华盛顿州，税率为 37.50 美分 / 加仑；税率最低的为

佛罗里达州，税率为 4.0 美分 / 加仑 （但佛罗里达州对汽油征收的其他地方税费高达 32.42 美分 / 加

仑）；有的州对汽油不征收消费税，如宾夕法尼亚州，但对汽油征收的其他地方税费高达 51.60 美分 /
加仑。从全美国平均水平来看，汽油的平均州消费税税率为 20.70 美分 / 加仑。因此，美国平均汽油

消费税总税率水平为39.1 美分 / 加仑，按照美国 1 加仑=3.785 升以及 2015 年 4 月 1 日 1 美元=6.141

表 4 欧盟国家无铅汽油消费税税率

国家 税率 （欧元 / 千升）
税率（人民币元

/ 升）
国家 税率 （欧元 / 千升）

税率 （人 民 币
元 / 升）

比利时 辛烷值 <98 613.57 5.08 卢森堡 硫含量 >10mg/kg 464.58 3.85

辛烷值≥98，低硫 613.57 5.08 硫含量≤10mg/kg 462.09 3.83

辛烷值≥98，高硫 628.57 5.21 匈牙利 416.46 3.45

保加利亚 363.02 3.01 马耳他 509.38 4.22

捷克 500.64 4.15 荷兰 759.24 6.29

丹麦 595.99 4.94 奥地利 硫含量≤10mg/kg 482.00 3.99

德国 硫含量 >10mg/kg 669.80 5.55 硫含量 >10mg/kg 515.00 4.27

硫含量≤10mg/kg 654.50 5.42 波兰
标准 CN 27101145,
CN 2710 1149 394.54 3.27

爱沙尼亚 422.77 3.50 标准 CN 27101131,
CN 2710 1141 455.28 3.77

希腊 辛烷值≤96.5 670.00 5.55 葡萄牙 585.95 4.86

辛烷值 >96.5 670.00 5.55 罗马尼亚 382.99 3.17

无铅替代汽油 670.00 5.55 斯洛文尼亚 549.51 4.55

西班牙 辛烷值 <98 424.69 3.52 斯洛伐克 生物燃料含量 < 4.1% 550.52 4.56

辛烷值≥98 455.92 3.78 生物燃料含量≥4.1% 514.50 4.26

法国 辛烷值 <95 606.90 5.03 芬兰 672.90 5.58

无铅替代汽油 639.60 5.30 瑞典 一类一等 451.76 3.74

克罗地亚 480.58 3.98 一类二等 652.16 5.40

爱尔兰 587.71 4.87 二类 655.63 5.43

意大利 730.80 6.06 英国 674.15 5.59

塞浦路斯 479.00 3.97 航空汽油 438.57 3.63

拉脱维亚 411.21 3.41 平均税负 545.49 4.52

立陶宛 434.43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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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的汇率进行换算，其州和联邦总汽油消费税税率水平折合人民币为 0.63 元 / 升。除消费税以

外，美国各州政府还对汽油征收其他地方税费，各州平均其他地方税费为 9.76 美分 / 加仑。故汽油平

均总税费负担为 48.86 美分 / 加仑，折合人民币为 0.79 元 / 升。
根据 OECD 专题报告《Consumption Tax Trends 2014》，2013 年 12 月 31 日相关国家无铅汽油的

消费税税率及按当日汇率折算的人民币税率如表 5 所示。由表 5 可知，尽管各国成品油消费税的税负

水平相差较大，且无规律可循，但美国的超低税负 （折合人民币 0.86 元 / 升） 绝对是一个个案现象。

除美国外，这些发达国家成品油消费税的税负

水平均折合人民币在 2 元 / 升以上，大大高于

我国现行的 1.52 元 / 升的税负水平。总体来

说，这些非欧盟 OECD 国家的成品油消费税平

均税负折合人民币为 3.31 元 / 升，明显低于欧盟

国家的平均税负折合人民币 4.52 元 / 升。

（二） 汽油的税负水平

根据 OECD 专题报告 《Consumption Tax

Trends 2014》的统计资料，计算出各国无铅汽

油消费税税负水平和流转税总税负水平 （增值

税和消费税），如表 6 所示。其中，“消费税

税负”为消费税占汽油含税零售价的比例；

表 5 部分国家无铅汽油消费税率

国家 税率 （美元 / 升） 税率 （人民币元 / 升）

美国 0.14 0.86

加拿大 0.33 2.04

智利 0.51 3.16

日本 0.57 3.53

韩国 0.71 4.40

新西兰 0.53 3.28

澳大利亚 0.37 2.29

以色列 1.11 6.88

平均税负 0.53 3.31

表 6 OECD 各国汽油消费税税负和总税负 单位：%

国 家 消费税税负 总税负 消费税占比 国家 消费税税负 总税负 消费税占比

澳大利亚 24.18 33.11 73.04 日本 34.97 40.03 87.36

奥地利 36.31 53.19 68.27 韩国 35.32 44.66 79.09

比利时 36.94 54.10 68.28 卢森堡 35.47 48.75 72.75

加拿大 24.63 29.28 84.11 荷兰 44.64 61.93 72.09

智利 32.28 42.87 75.29 新西兰 29.28 42.07 69.60

捷克 36.07 53.13 67.88 挪威 38.80 58.71 66.09

丹麦 33.62 53.76 62.54 波兰 30.99 49.65 62.43

爱沙尼亚 32.94 49.80 66.15 葡萄牙 38.24 56.84 67.27

芬兰 40.38 59.96 67.34 斯洛伐克 34.87 51.79 67.33

法国 40.91 57.76 70.83 斯洛文尼亚 38.22 56.45 67.71

德国 42.03 58.08 72.36 西班牙 33.33 50.56 65.93

希腊 41.01 59.78 68.61 瑞典 37.79 58.04 65.11

匈牙利 29.57 50.90 58.09 瑞士 42.47 49.65 85.55

冰岛 26.00 46.53 55.88 土耳其 43.68 59.00 74.03

爱尔兰 37.14 55.81 66.55 英国 44.61 61.05 73.07

以色列 52.86 68.07 77.65 美国 14.75 14.75 100.00

意大利 42.54 60.35 70.50 平均税率 35.96 51.22 7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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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税负”为增值税和消费税合计占含税汽油零售价的比例；“消费税占比”为消费税占增值税、消

费税两税总额的比例。
由表 6 可知，各国无铅汽油的税负水平差异较大。其中，美国税负最低，消费税税负仅为

14.75%；其次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消费税税负均在 25%以下；以色列最高，消费税税负水平和总

税负水平分别达到 52.86%和 68.07%。绝大多数国家的消费税税负水平在 30%到 45%之间波动，而总

税负水平在 40%到 60%之间波动。各国无铅汽油平均消费税税负水平为 35.96%，平均总税负水平为

51.22%。
相比之下，各国消费税占总税负的比值较为稳定，基本在 60%到 80%之间波动，平均占比为

70.21%。其中，美国较为特殊，因为美国没有增值税，所以，美国汽油的消费税负担就是其全部流转

税负担，消费税占比为 100%。
总体而言，无铅汽油消费税税负水平和总税负水平最低的是美国 （其次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大大低于其他 OECD 国家。相应地，其整体油价也位列所有国家的最低水平，含税价仅为 0.92 美

元 / 升，折合人民币为 5.63 元 / 升。欧盟成员国的无铅汽油消费税税负水平普遍处于较高水平，其

油价也相对较高，含税价一般在 2 美元 / 升左右，折合人民币为 12.24 元 / 升。部分亚洲国家因为

石油资源匮乏，为了限制消费和节约资源，也采取高税负政策，它们的汽油税负水平也处于较高水

平。如日本、韩国，其含税油价分别为 1.63 美元 / 升、2.01 美元 / 升，折合人民币为 9.97 元 / 升、
12.30元 /升。

四、中外成品油消费税的税率和税负水平比较

（一） 税率设置

从税率设置来看，我国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一样，针对不同的成品油产品，设置了不同的税率。
总体来说，使用范围最广和最多的汽油税率最高，柴油次之，而液化石油气的税率水平最低，如表 7
所示。

（二） 税率形式

从税率形式来看，我国和世界上

大部分国家一样，采用定额税率。但

不同于我国成品油消费税税率只设一

档税率，国外许多国家的税率设置往

往根据不同成品油产品的成分、特点、
用途等实行区别对待。如德国等根据

成品油产品中的硫含量设置不同的税

率，含硫量高的税率高于含硫量低的税率，从而可以促进成品油环保标准的提升。又如，瑞典等直接

对应税产品划分不同环保等级，对于环境保护越有利的产品，其税率越低。此外，大部分国家还区分

产品的不同用途设置不同的税率水平。如欧盟各国对柴油区分推进燃料、工业和商业使用、商业供热

和非商业供热四种用途，作为燃料的税率水平最高，工业和商业使用的税率水平次之，最低的是商业

供热和非商业供热，如表 8 所示。
（三） 税负水平

从消费税的税负水平来看，我国成品油的总体税负水平 （汽油 24.4%、柴油 20%） 与所考察国家

平均水平 35.96%相比，尚属偏低。从整体流转税的税负水平来看，我国成品油的总体税负水平 （汽

表 7 不同成品油产品消费税税率比较

税目
OECD国家平均税率

美元 / 升 人民币元 / 升

无铅汽油 0.69 4.22

柴油 0.55 3.37

轻燃油 0.25 1.53

液化石油气 0.15 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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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43.6%、柴油 34.5%） 与所考察国

家平均水平 51.22%相比，尚属偏低，

特别是大大低于欧盟国家。但与美国

14.75%相比，我国成品油的税负水平

则相对偏高。但是，从长期来看，伴

随着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要求的提

高，世界各国成品油消费税税率总体

均呈逐步上升的趋势。
（四） 税负结构

从流转税税负结构来看，我国成

品油消费税税负占流转税总税负的份

额 接 近 60% （汽 油 56% 、 柴 油

58%），与所考察的世界其他国家平

均水平 70.21%基本相比略低。

五、完善我国成品油消费税税

率设置的政策建议

成品油消费税的税率水平和税负

水平是关系我国财政收入、节能减排

以及纳税人税收负担的重要税制安

排。如何形成一种合理、规范、灵活

的税率设置和调整机制，这是成品油消费改革的核心议题。在比较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对完善我

国成品油消费税税率设置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 依据我国国情，合理选择成品油消费税税率水平。由上文可知，各国成品油消费税税率水平

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主要取决于一国的资源禀赋、环境承载能力、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取向等。
我国应从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建立绿色税制的宏观调控目标出发，充分考虑社会公众利益，根据成

品油消费对社会造成的环境污染成本，科学选择环境污染参数，合理确定成品油消费税的税负水平。
当前，我国成品油消费税税负水平处于世界中低水平。短期内由于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

不能单纯为了向欧盟等发达国家看齐，过快地提高成品油消费税税率。但从长期来看，逐步提高成品

油消费税税率，既是我国日益高企的石油进口依存度、不堪重负的环境承载能力以及建设资源节约

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世界各国消费税历史演进的必然趋势。因此，应在兼顾宏观调

控与微观负担的前提下，正确引导公众预期和社会舆论，循序渐进地缓步提高我国消费税的税率水

平。同时，考虑到成品油消费税税率提高必然影响全社会的交通成本和物流成本，进而有可能导致一

系列物价上涨的连锁反应，政府在税率设计上需要做好相关利益协调工作。
2. 区别不同成品油产品的成分、用途等参数，灵活设置多档税率，加强成品油消费税环保节能

的调节功能。（1） 根据应税产品的含硫量和可再生生物燃油添加比例设置不同税额标准，即含硫量

越低，生物燃油添加比例越高，则税率越低。这样，不但可以促进炼油产业的技术升级，促进新能源

研发，还能正确引导消费行为。（2） 对应税产品区分工业使用、商业使用、农业使用还是公共服务

使用，分别设置不同税额标准。这样，在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同时，又不会加重低收入群体的税收负

表 8 欧盟国家不同用途成品油消费税税率比较

税目
欧盟平均税率

欧元 / 千升 人民币元 / 升

汽油 含铅汽油 585.88 4.86

无铅汽油 545.49 4.52

柴油 推进燃料 429.78 3.56

工业或商业使用 227.28 1.88

商业供热 185.31 1.54

非商业供热 188.65 1.56

煤油 推进燃料 443.26 3.67

工业或商业使用 300.46 2.49

商业供热 285.85 2.37

非商业供热 285.8 2.37

重燃油 商业供热 70.33 0.58

非商业供热 83.74 0.69

液化石油气 推进燃料 209.13 1.73

工业或商业使用 126.09 1.05

商业供热 78.69 0.65

非商业供热 112.3 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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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3） 借鉴欧盟经验，对农林牧渔业及铁路、公共交通、航空等用途的成品油产品直接给予免税

优惠。
3. 建立科学、规范的成品油消费税税率和价格调整机制。一国的成品油消费税税率的调整通常

应与成品油定价机制、供求关系、物价和居民收入水平、消费结构、环境保护目标等因素挂钩。当其

中某个因素发生变化时，可以根据该调整机制灵活设置新的税率水平，从而使成品油消费税税率的调

整规范、有序进行，增强社会各界对成品油消费税税率调整的理性预期。
4. 将成品油消费税的计税方式由价内税改为价外税。通过计税方式的转变，使税负转嫁显性化。

在价格机制的作用下，更好地体现国家节能减排的宏观调控意图，更好地引导消费行为，有利于消费

税绿色功能的提升。
此次我国成品油消费税税率短时间内的多次上调，缺少必要的信息公开和合理论证。其根本原因

之一是我国成品油消费税立法层次低，现行《消费税暂行条例》规定“消费税的税目、税率的调整，

由国务院决定”，导致了税率调整的欠严谨，有违税收法定原则的宗旨。2015 年 3 月 15 日，第十二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修订案，明确规定今后“税种的设

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只能由法律规定。因此，顺应税收法定原则的要

求，加快消费税的立法进程。今后，成品油消费税税率调整机制必将走向规范化、合理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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