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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税法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影响分析

吕雪丹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Ǔ山东Ǔ济南Ǔ250200

摘Ȟ要：作为中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经济带，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综合影响下，黄河流域近年来面临很严峻的

生态环境挑战。通过系统梳理和分析黄河流域生态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结合《环境保护税法》的实施背景和主要内

容，探讨了相关财税政策在黄河流域的应用效果及其实施面临的问题。提出了相关税收政策完善等建议，旨在通过经

济调节手段影响黄河流域的污染减排效果，研究结果可为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财税政策支持

与科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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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为一项重大国家

战略，是我国践行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体现[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保护理念强调了经济

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多年

的基础上，绿色发展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签。我国

持续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改善生态系统，提升环境质

量，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经济

政策工具，政府可以运用税费政策降低环境污染。“绿

色税收”体系建设是我国税制改革中的一项重要措施，

2018年我国《环境保护税法》的式施行，对黄河流域生态
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切实分析税费政策对黄河

流域环境治理的效果，优化相关税费政策十分必要[2]。

2��税费政策促进环境治理的理论机制

税收政策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手段，能够在一定范

围内对市场机制中存在的功能性缺陷进行修正。它通过

解决环境外部性问题，即那些市场交易之外的环境成

本，来实现资源的更高效分配。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对造

成环境污染的企业征收环保税，例如排污费，以及采取

其他税收制裁措施，来有效地限制这些企业的污染物排

放，从源头上减少环境污染。同时，政府也可以实施一

系列税收优惠政策，比如降低企业的税率或调整计税的

基础，以此来减轻企业所面临的经济压力，降低其生产

成本，进而激发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更加积极的参与环

境保护。当企业面临的排污成本高于其进行污染治理的

成本时，理性的生产者会选择减少污染排放，以降低整

体成本。虽然引入环境税可能会短期内对企业盈利造成

一定影响，但为了追求长期更高的利润，生产者往往会

选择创新产品或提升环保技术，这无疑对污染治理的进

程是一个积极的推动。通过环保税的征收，可以有效地

引导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促进能源的节约和污染物

的减排，从而提升整体的环境质量。在生产过程中，环

保税的征收不仅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减少资源的消耗，

还能够防止企业将税收负担转嫁给消费者[2]。在消费领

域，通过对高能耗和高污染产品的征税，可以降低消费

者对这些产品的购买欲望，间接鼓励他们转向选择更加

节能环保的产品。总的来说，税收政策是一个有效的工

具，它能够引导企业和消费者的投资与消费趋势，从而

有效地抑制污染行为的发生。

3��黄河流域环保税实施现状调查及问题探析

3.1  黄河流域环保税法实施现状分析
黄河流域的水资源问题复杂，主要体现在总量的不

足和空间分布的不平衡，尤其是中下游地区，水资源的

稀缺性成为了制约发展的关键因素。随着工业和城市的

快速发展，大量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未经适当处理便

排入河流，导致水质恶化现象普遍[3]。据水质监测数据，

劣于V类水质标准的断面在黄河干支流中的比例超过了
30%，部分支流在枯水季节甚至面临断流的危机。这种水
资源短缺与水体污染的叠加效应，对黄河流域的生态环

境带来了沉重打击。在此背景下，相较于排污费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自2018年1月1日起正
式施行，具备了税收法律强制性、无偿性和稳定性的基

本特征，使得该税法在立法层级上有所提升。根据该税

法规定，环保税的纳税主体包括我国境内和我国管辖海

域直接向环境排放应税污染物的生产经营者和企业[4]。应

税污染物涵盖了水污染物、大气污染物、工业噪声和固

体废弃物。其中，固体废弃物的税额计算方式为每吨税

额乘以排放总量，水污染和大气污染物的税额通过折算

的污染当量数来确定，而工业噪声的税额则是根据超标

分贝数进行分级确定。（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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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污染税费

省份 大气污染物（元/污染当量）水污染物（元/污染当量）
山西 1.8 2.1
内蒙古 2.4 2.8

山东
SO2、NO:6
其他：1.2

化学需氧量、氨氮和
“5项主要重金属”：
3元，其他：1.3

河南 4.8 5.6
四川 3.9 2.8
陕西 1.2 1.4
甘肃 1.2 1.4
青海 1.2 1.4
宁夏 1.2 1.4

自环境保护税在黄河流域开始征收以来，经过四年

的实施，其成效显著，充分体现了环保税法律的作用和

效力。具体来看，2019年全国环保税的收入总额达到了
221亿元，与2018年相比有了显著的提升，这表明环保
税在环境保护和促进绿色经济发展方面的效果正在逐步

显现。环保税的收入主要来自于重化工工业、金属制品

业、电力行业等高耗能和高污染的工业领域，这些行业

大约贡献了环保税总收入的90%。在环保税实施的四年
间，众多行业和企业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通过实施绿色

转型和升级措施，逐步将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从而达

到有效减少了污染物的排放的效果。这一转变在2019年
和2020年得到了体现，生态环境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
而且环保税的收入并未出现大幅度的增长，这说明企业

在环保方面的努力取得了成效。这一成果不仅体现了企

业在环保方面的积极行动，也证明了环保税制度的有效

性。通过将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企业不仅能够减少污

染物的排放，还能够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生产成

本，从而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

3.2  环保税法减排效果分析
3.2.1  黄河流域排污总体趋势
在黄河经济带，水污染物和大气污染物构成了环境

污染的主体，通过黄河流域这两类污染物的排放情况，

为环保税减排效应提供理论支撑。

（1）黄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情况分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涵盖

了2015年至2022年全行业的污染物排放数据，因此，我
们的分析将限定在这一时间范围内。（见表2）通过仔细
分析表中的数据，从表中可以看出化学需氧量（COD）
在黄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中占据了最大的份额[5]。特别是

在2020至2022年间，化学需氧量（COD）的排放量呈现
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平均每年增长约4%。由于环境污染

统计方法的改变，2016年化学需氧量（COD）的排放量
有明显的下降趋势，降至261万吨。从2016年至2018年，
排放量呈现出稳定的下降趋势，年均下降率约为6%[5]。这

些数据揭示了一个重要现象，即沿黄省份近年来化学需氧

量（COD）的排放量有所上升，这表明我国在废水减排
方面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需要进一步加强减排措施。

表2��污染物排放量

年份 化学需氧量（万吨） 氨氮（万吨）

2022 760.47 21.77
2021 731.58 22.56
2020 700.39 25.05
2019 616.79 21.9
2017 245.8 33.22
2016 260.7 45.36
2015 664.2 63.39

（2）黄河经济带大气污染物排放情况分析
从下表可以分析出（见表3），2015-2022年，黄河经

济带二氧化碳排放量总量稳步下降，由2015年的755.31万
吨下降到2022年的89.79万吨，下降了近77%。由于2017年
与2018年数据相同，2016年二氧化硫排放总量相比2015年
下降了约43.2%。自2016-2019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年均
降幅大约在25%左右，之后在2020-2022年开始二氧化碳排
放总量开始趋于平稳，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降幅大约在11%
左右，但总体额度大大降低，说明从2016年取消排污费，
改用环保税之后，二氧化碳的排放得到了有效控制，且排

放总量还在逐年下降，说明环保税的采用对“碳达峰，碳

中和”战略有巨大的意义，2015-2017年氮氧化物排放量
总量逐年下降，但到2019年，氮氧化物排放量总量又有了
大幅的提高，说明环保税刚刚采用时，对氮氧化物排放总

量有了负面的作用，但后续2019-2022年氮氧化物排放量
总量的下降，又说明环保税的巨大效益，体现了环保税的

大气治理能力，后续几年的氮氧化物排放量总量维持在较

低水平，且未有提高，综上，体现了环保税在氮氧化物排

放量总量以及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控制能力，总体来看，

环保税对我国大气污染治理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表3��气体污染物排放量

年份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万吨）氮氧化物排放总量（万吨）

2022 89.79 292.58
2021 99.98 294.28
2020 114.88 326.79
2019 227.72 571.48
2017 337.2 409.19
2016 428.91 473.71
2015 755.31 67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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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环境保护税征管及税制问题
3.3.1  黄河流域环保税征管存在的问题
（1）基于污染物排放量监测的计税依据缺乏统一

标准

在我国，相较于增值税和所得税等税种，环境保护

税的计算基础是以污染物排放量为直接征税依据[5]。因

此，环保税的纳税人需要对污染物排放量具备较高的检

测能力。目前，我国许多企业的状况参差不齐，一些企业

没有在线监测系统，还有一些企业缺乏专门的检测设备，

另外一些企业缺少足够的资金购置检测设备和技术。以上

的情况为环境保护税的实际征收带来了挑战，也为企业进

行非法排放，提供虚假排放数据创造了机会。各个省份之

间也没有对统一的污染物检测标准做出规范，可能导致相

同数量的污染物排放因检测设备和标准不同而使得最终

的征税基础出现差异。因此，为了确保环境保护税的公

平性和有效性，需要加强对企业污染物排放量的监测和

监管，提高企业的环保意识和责任感，同时建立统一的

污染物检测标准，确保各省份之间的征税基础一致。

（2）环境保护税税款未完全实现专款专用。
在环保税正式执行之前，我国对排污费用的收取制

定了严格的规定，即需划入环保专项基金，保证资金专

门投向节能、环保项目，促进绿色生产及环境整治等事

务。但是，环保税法实施后，环保税收所得并未继续专

款专用，而是汇入了政府的一般预算之中。与排污费不

同，环保税的收入未设定专门的用途，转而实施了“收

支分开”的财务管控模式。此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

政府资金的合理配置和使用，避免资金滥用。然而，这

也引发了一个问题，即环保税款在现实中可能会被挪作

他用，例如补充财政预算的空缺，这无疑会减少对环境

污染治理的投资动力，与环保税征收的初衷相悖。此类

情形可能会使纳税人误认为环保税的设立仅仅是为了充

实财政，忽略了其在环保方面的实际功效。这样的误解

可能会减少纳税人的合规性，对黄河经济带污染物减量

和绿色技术转型升级的推进产生负面影响。

（3）征税相关部门缺乏有效沟通机制
环保税的立法意图在于通过税务部门与环保及环境部

门的紧密合作，共同确立合理的征税标准和计税方法[5]。

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两个部门之间的联系往往

不够紧密，导致有效的信息交流缺失，进而影响了工作

效率。两个部门之间并未建立起一套明确的分工协作体

系，也没有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在线上构建一个涉

税信息的共享平台，这不仅降低了工作效率，还导致了

纳税申报的税额与复核后的金额之间的差异[5]。导致以上

情形的根本原因在于相关部门对环保税的重要性和作用

认识不足以及对税收法律法规的理解不够清晰，各部门

在制定环保税征收标准的过程中也会存在同样的问题，

缺少对当地产业发展现状以及具体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

科学有效的考察，而是采取了统一的标准来对待所有污染

物，没有根据不同污染物的特性实行差异化的征税策略。

尽管这种做法表面上简化了税收征管流程，但实际上并

未能有效地遏制住当地重点污染物的排放问题[5]。

3.3.2  黄河流域环保税税制设计存在的问题
（1）环境保护税征税基较窄
当前，我国环保税的征收范围主要限定在大气、水

体、固体废物和噪声这四类污染物上，但实际上，环境

污染的种类繁多，不仅限于这四类。例如，电磁辐射、

核辐射、光污染和热污染等也是环境污染的重要组成部

分。特别是二氧化碳这种温室气体，已经成为全球关注

的焦点。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已经开始征收碳税，芬

兰、挪威、瑞典等北欧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征收
碳水，日本也已经对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征收二氧化碳

税。为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我国应当

积极展开对征收碳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研究和探讨，

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力量[5]。同时，现行的环保税会忽视

了间接排放者，而主要是对那直接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

行为进行征税。但是，实际上更多的破坏环境的行为是

通过间接途径产生的。国际范围内，德国、俄罗斯等欧

洲国家已经开始采取相应措施，对间接排放污染物的个

人和单位实施了征税[5]。我国也应当借鉴这些发达国家的

经验，综合考察并考虑对间接排放者征税的可能性，拓

宽环境保护税征税的范围。

（2）不同类别污染物缺乏差别征税
在我国，虽然有些省份已经开始提高对主要污染物

的征税标准，但距离全面实行根据不同污染物特性进行

差别化征税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特别是在黄河流域，

由于大气和水污染物的治理复杂性和成本差异，更为科

学有效的治理方法应当是通过设定不同的税率来反映这

些变化和差异。然而，出于税收征管简便的考虑，目前

大多数省份对所有应税污染物采取了“一刀切”的统一

征税标准。这种做法不仅忽视了环保税的征收意义，也

与通过税收手段保护环境的初衷背道而驰，同时也不符

合税收的公平与效率原则。

4��完善黄河流域环保税相关政策建议

4.1  税制建议
4.1.1  完善税收体系
考虑到黄河流域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关键地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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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战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目前，我国环境税收体

系的缺失，不仅反映了法律建设的不足，也暴露了税收政

策在环境治理中作用发挥的局限性。为了构建一个高效、

科学、合理的环境税收体系，我们需要从税种设置、税率

设计、税制优化等多方面入手，进行系统性的规划和长期

的战略布局。因此，有必要对这些税种的征税范围和方式

进行调整，使其更直接地作用于环境保护。特别是在黄河

流域这样资源丰富的地区，税收政策应与资源利用的实际

效应紧密结合，以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双赢。针对黄河流域

内各地区的经济差异和区位特点，地方政府在制定税收政

策时，应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采取差异化的税率税基，

以适应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在环境税收政策的实施初

期，应优先解决那些对环境和公众健康构成最大威胁的问

题，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税率，以实现环境治理目标。在

税目和税率的设定过程中，必须对税目实施可能带来的环

境治理成本和技术改进成本进行充分调研，确保税收政策

既能有效治理污染，又不过度增加企业和政府的负担。

4.1.2  推动绿色税收
“绿色税收”主要针对的是对环境造成破坏和污染的

行为进行征税，通过“绿色税收”有利于环境保护和生

态文明的持续发展[2]。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绿色税收”

体系已成为税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和难点所在，我国在接

下来的税制改革中也应将其作为重中之重。为了更有效

地发挥环境保护税在减少污染物排放中的作用，我们必

须考虑到污染治理的成本以及生产技术改进的投入，根

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税率、征税范围和计税依据，修正

那些不利于生态保护的政策规定。环境税的征收应当具

有一定的灵活性，能够在现有税率的基础上，根据污染

物排放量的变化进行动态调整，避免征税标准的僵化。

因此，构建一个全面覆盖从资源开采到使用污染物排放

的各个环节的环境税收体系势在必行，从而实现对水资

源、空气环境、土地资源等全方位的保护[2]。此外，基

于环境保护税税基较窄的问题，引入新的税种，比如碳

税、硫税等，来应对未来可能会出现的环境问题。总的

来说，为了有效治理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深化税制改

革，推动绿色税收是提升环境治理成效的关键措施。

4.2  税收征管建议
4.2.1  加强污染物排放监测
税收种类如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其征税的基础

和标准相对清晰，一般与实际交易额保持一致。但是，

在环保税的征收过程中，常常面临企业使用的检测设

备落后、不同企业检测设备标准化不一，以及税务部门

在确认实际污染物排放量上的困难，这导致了实际征税

基础与应征税收的基础出现差异。鉴于此，必须建立环

境数据互通的机制，并确立统一的污染物监测体系和标

准。同时，制定相应的针对企业环境污染物检测的法

规。对于未评估排放量、缺少检测设备或提供虚假数据

的企业，必须加大惩罚力度。政府应当提供相应的财政资

助，帮助企业购置检测设备检测污染物排放量，实施设备

购置补贴政策，尤其在是黄河中上游地区的企业，亟需

开发新型检测装和引入备尖端的检测技术[5]。并且，政府

与企业应当共同建立网络化的污染物排放信息平台，以

促进政府与企业的协同工作，提高双方的工作效能。

4.2.2  保障税款使用管理
我国应当探讨将环境保护税所得实行专项管理，特

别是鉴于黄河流域具备全国最优越的条件发展生态农业

与生态旅游业，更应将环保税收入专项用于支持领域，

如灾害防治、新能源开发、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等，以

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于不同的治理项目，中央

和地方政府应明确各自的收入决策或执行权限。专项使

用环保税款，能够提升投资效益并改善环境污染治理。

环保税款的征收不应只针对的应用不应局限于节能降排

和减少污染物排放，还可以拓宽征税范围，比如生态产

业包括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从而调整和优化产业结

构，助力企业和产业向绿色生态发展转型[5]。最终税款的

专项管理助力积极改善环境质量，打造绿色生态宜居空

间，共同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5��结语

本文对环境保护税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影响进行了综述，总结和分析黄河流域环境保护税实

施现状。对环境保护税征管级税制问题提出了相关建

议，包括建立和完善环保税的税收体系，系统性的长期

规划和布局。并且推动绿色税收制度，加强税收征收监

督，专款专项管理制度。从而助力企业和产业绿色转

型，提升和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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