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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资源税的发展状况和改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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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摘要 

    我国是世界上的资源大国，已经探明的矿产资源总量占世界储量的12%,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居世界第3位。资源的开发利用对我国不

同时期的经济建设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众所周知资源是稀缺的，不可能无限度的开发利用。因此，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与可持续

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解决这一问题的比较有效的方法就是对资源开发开征资源税。资源税是世界各国普遍开征的一个税种。然而，我国的资源开发长期处于

无偿开采的阶段，直到1984年国务院才出台了我国第一部资源税法—《资源税条例（草案）》。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政府对资源税制度的

建设缺乏重视。理论界也很少研究资源税的相关问题。目前，可以说资源税的研究在我国还是一个空白。本文详细的介绍了我国资源税制

度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现行资源税制度的主要内容；国外资源税的主要类型：产出型资源税、利润型资源税和财产型资源税，以及国际

上常用的资源税课征方式：固定费用、从量与从价税、较高税率的收入所得税、累进利润税、资源租用税、布朗税、产品共享、股权替代

和附带权益；运用大量篇幅分析了我国现行资源税设计中存在的问题：1.资源税课税范围较窄。2.资源税的课税依据不合理。3.资源税的

单位税额总体偏低。4.资源产品价内征税不利于资源企业的发展。5.资源补偿费名不副实。6.现行资源税制度未能合理的体现级差调节的

作用。本文还分析了现行资源税制度对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影响，以及资源税制度对加入WTO后的我国资源性行业的影响。 

    针对以上的分析，本文提出了资源税和资源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看法：1.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围。2.调整资源性产品比价，改革国有

资源行业的经营机制。3.强化对生态环境的治理。4.增加资源省份的转移支付。5.资源资产化。6.减轻资源性行业和资源性省区的负担．

除此之外，本文还提出了资源税费制度改革的具体建议：1.探矿权和采矿权的市场化。2.进一步放开、发展和规范二级市场。3.控制产

量，实行配额。4.从源课税。5.整合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6.普遍建立资源耗竭补贴制度。7.增强资源税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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