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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改税”并非开征新税种  

http://www.crifs.org.cn  2008年12月9日  贾学颖 

12月5日，一纸《成品油价税费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引起各界人士的关注。坊间意见各说

纷纭，好不热闹：赞同声、反对声、疑义声不绝于耳。12月7日，记者带着疑问走进财政部财政科学

研究所税收研究室主任张学诞的办公室。 

张学诞第一句话就说，这次改革是遇到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好机会，我们不能再错失良机。 

“不能再”，指的是早在1998年，我国就想推行燃油税费改革并理顺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但

由于国际油价一路飙升，这一等就是十年。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原油价格一路走低，从7月

147美元的高点开始到目前已经下降到约40美元，降幅高达三分之二。“我们这次是抓住了这样一个

机会，要是错过了以后就难以改革了。”张学诞说，石油是一种稀缺资源，价格走高在情理之中，

但其走高确实有基金的炒作，波动到这个点是个机会。 

在这份征求意见稿出台前，相关各方的说法都是开征燃油税，而这次官方的改革内容并非如

此，只是提高了汽油、柴油等其他成品油的消费税额。对于这一变化，张学诞解释说，这次费改税

仅仅是调整了消费税原有税目的税额，并没有单独开征燃油税。单独开征新税种，肯定要增加运行

成本，而且一个新税种要融入到一个经济体中，必然对整个社会经济产生巨大影响。我国已经在消

费税中对成品油等进行征税，在现有税制的基础上，通过提高相关税额也能达到费改税的目的。这

不仅避免了重复设置税种，还节约了成本，对整个经济的波动影响要小得多。张学诞强调说，费改

税并没有增加新税种，只是规范了税费体制，把原来的费变成税，并没有增税，也不是增加财政收

入的手段。 

张学诞介绍说，在1998年的燃油税改革方案中，也是要用燃油税取代公路养路费、航道养护

费、公路运输管理费、公路客货运附加费、水路运输管理费和水运客货运附加费这六项费用，但是

当时考虑是在石油价格外再加上一块税收。“在价格上涨时再加上税收，老百姓难以承受，也不利

于社会稳定。”这次燃油税费改革除取消这六项费用和逐步有序取消已审批的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

费，还规定汽、柴油等成品油消费税实行从量定额计征，不是从价计征，与油品价格变动没有关

系，征税多少只与用油量多少相关联。提高成品油单位税额后，现行汽、柴油价格不提高。也就是

说，提高的税额包含在现行油品价格之中，属于价内征收，不是在价格之上再加一块税收。 

“中央财政这次做了一回过路财神，对这次调整税额形成的税收收入一律专款专用，不挤不

占。”也就是说，此项税收主要用于替代取消公路养路费等六项收费后的支出，补助各地取消已审

批的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并对种粮农民、部分困难群体和公益性行业给予必要扶持。 

在此前的燃油税费改革中，其目的就是“费改税”，而这次成品油价税费改革，被赋予了“节



能减排”使命，一个税种能承载这样的任务吗？张学诞认为，任何一个税种都有其经济作用和政治

作用，而任何税种的作用都是有限的。能源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任何一个国家都对其赋予了政治任

务。除去税收的因素，每个国家的能源价格都相差不多，但是加上税收差别就大了。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突出，节能减排工作任务艰巨。一方面，随着经济发

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石油需求不断增加，由于资源匮乏，我国从1993年由净出口国变为净进

口国，对外依存度逐年提高，目前已达到50%。寻找石油资源的成本也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我国石

油利用效率低、单耗水平高、浪费现象严重。为保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抑制燃油的

不合理消费。“这次虽然没有提高成品油价格，但是随着国际油价的上涨，国内的价格也会相应调

整，当消费者考虑到自己的支出成本时，客观上就起到了节能减排的作用。”张学诞说。 

 

    文章来源：中国财经报      （责任编辑： z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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