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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税收倒逼资源消耗型企业转型 

——资源税改革专题报告 

导读： 

   2016年 7月 1日，资源税改革全面落实，清费立税，合理负担，

适度分权，循序渐进的基本原则，这对于促进油气，矿石，电力等

资源行业持续健康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摘要： 

○1  32年资源税改革迎来长跑攻坚战 

2016 年 5 月 10 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对外发文《关于

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的通知》，这标志着全国范围内的资源税改革

正式启动。 

○2  资源税改革短期内增加了资源消耗型企业的税负 

资源税额随着企业实际资源使用量以及市场价格波动，使国有资

源有偿使用的制度更加合理和完善。 

○3  资源税改革中期内引导企业调整经营策略。 

资源税改革后，提高了资源开采使用成本，使企业承担相应的生

态恢复和环境补偿成本，高资源消耗型企业承担高额税负，压缩高

耗能企业的生存空间，对促进资源节约开采利用和保护环境，实现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4  资源税改革长期内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通过技术的提高，合理利用资源，更大范围的减少资源浪费。通

过技术创新拉动企业利润上升，使经济增长从资源驱动型向技术驱

动型转变。 

○5  资源税改革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资源税属于地方税，从价计征建立起了地方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

长效机制，增加了资源产地的财政收入，改善了地区发展环境，打

破地方财政依靠出让土地来扩大收入，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6 资源税改革的未来任重而道远。 

将现行的水资源费调整为水资源税，清费立税为水资源的使用提

供政策导向，水资源税未来需要在全国范围内铺开。现在世界上许

多国家都开始对二氧化碳排放权征收碳税，而中国的碳税征收仍处

于一个商议拟定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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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绿色税收推动经济结构调整 

2016年 5月 10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对外发文《关于全

面推进资源税改革的通知》，这标志着全国范围内的资源税改革正式

启动。资源税是以各种应税自然资源为课税对象、为了调节资源级

差收入并体现国有资源有偿使用而征收的一种税。全面推进资源税

改革，可以有效发挥税收杠杆调节作用，促进资源行业持续健康发

展，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二． 32 年资源税改革历程，全面资源税改革内容 

  我国自 1984年至今已经征收资源税近 32年，在 2016年 7月 1

日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之前，存在着征收资源种类单一，征收地区

覆盖面不广等问题，随着今年改革的落实，我国资源税征收体系日

趋完善，绿色税收对于经济发展的调节作用逐渐开始显现。 

图表 1：资源税改革历程 

时间 政策 

1984 年 9月 对原油、天然气、煤炭等开征资源税，对金属矿产品和其他非金属矿产品暂缓征收。 

1994 年 1月 资源税开始实行从量定额征收的办法。 

2010 年 6月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率先开展原油、天然气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试点 

2011年 11月 在全国范围实施原油、天然气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 

2014年 12月 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全面实施，同时全面清理涉煤收费基金 

2015 年 5月 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覆盖稀土、钨、钼三个品目 

2016 年 7月 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实施矿产从价计征，并在河北省进行水资源税开征试点 

                                   图表 2：近年全国资源税税额正逐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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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资源税改革主要包括以下五大方面的内容：1. 扩大资源税征

收范围，开展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工作，并逐步将其他自然资源纳入

征收范围。2. 实施矿产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对《资源税税目税率

幅度表》中列举名称的 21种资源品目和未列举名称的其他金属矿实

行从价计征，计税依据由原矿销售量调整为原矿、精矿（或原矿加工 

 

品）、氯化钠初级产品或金锭的销售额；而对其中未列举名称的其他

非金属矿产品，按照从价计征为主、从量计征为辅的原则，并由省级

人民政府确定计征方式。3. 全面清理涉及矿产资源的收费基金，合

理确定资源税税率水平。4. 加强矿产资源税收优惠政策管理，提高

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对符合条件的采用充填开采方式采出的矿产资

源，资源税减征 50%；对符合条件的衰竭期矿山开采的矿产资源，资

源税减征 30%。5. 此次纳入改革的矿产资源税收入全部为地方财政

收入，水资源税仍按水资源费中央与地方 1：9的分成比例不变。 

根据国税总局的报告，此次资源税 129 个改革税目，全国 8 月份

共有 62479 户纳税人申报缴纳资源税 20.65 亿元，其中，124 个从

价计征税目收入 17.3亿元，占 84%；5个从量计征税目收入 3.35亿

元，占 16%。河北省共有 7809 户取用水户申报缴纳资源税 1.22 亿

元。 

三． 资源税改革对各行业的影响短期偏负面，长期向好 

1. 油气行业 

  2011 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修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

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对于石油、天然气征收的资源税，由原来的

“从量计征” 改为“从价计征”，税率为 5%。将石油、 天然气的

资源税改为“从价计征” 后，资源税的收入与资源的价格直接挂钩，

资源价格的变化在资源税收入中得以体现。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是我

国石油行业最重要的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油

气行业占主导地位的最大的油气生产和销售商，它广泛从事与石油、

天然气有关的各项业务；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能源化

工公司，通过各附属公司从事石油及天然气和化工业务。在国内原

油市场逐渐接轨之后，原油价格主要是由国际市场的供需关系来决

定的。可以看到原油的销售价格在 2008年处于较高的水平，在 2009

年出现了下降，之后开始稳步上升，并于 2011达到顶点，之后出现

逐步下降的趋势，并在 2015 年出现大幅度下降。汽油和柴油的价 

                       格走势和原油的价格走势基本保持一致。而天然气的销售价 

                       格则一直保持比较稳定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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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石油销售价格以及资源税税负情况变化  

 

 

 

 

 

 

 

 

  

 

图表 4: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销售价格以及资源税税负情况变化 

 

 

 

 

 

 

  

 

 

 

  在 2011年资源税从价计税改革在部分区域开始实施时，两公司的

资源税总额跟 2010 年之前相比有明显的增加，而在 2012 全面实施

资源税改革时，资源税总额跟 2010之前相比有 4-5倍的增加。同时，

资源税占企业营业费用的比重也基本成相同比例的上升。我们比较

2008 年和 2014 年的情况，在这两个年份原油的价格差别不大，而

2014 年的资源税税负是 2008 年 7-8 倍，资源税税负占营业费用的

比重也基本保持相同的比例，通过这一比较可以看出，资源税从价

计税改革极大的提高了企业的资源税税负水平。在 2014 年，对资源

税税率增加了 1%之后，资源税的总额以及其占营业费用的比重反而

出现了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原油价格的下跌导致原油相关的资源税

的下降。在 2008-2010 间，原油和天然气的销售价格经历了大跌大

涨的过程，而企业的资源税税负情况则是缓慢上升的过程，二 

者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而在 2010-2015年，资源税税负水 

平和原油、天然气的销售价格存在明显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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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元 

 

图表 5：2014 年资源税税率调整及税收优惠政策实行之后，企业整体税负水平有所上升 

 中石油 中石化 

 2014 2015 变动比率 2014 2015 变动比率 

原油销售价格（元/吨） 4008 2009 -49.88% 3939 2134 -45.82% 

天然气销售价格（元/m3） 1589 1519 -4.41% 1366 1371 0.37% 

资源税 7245 4853 -33.02% 26305 18584 -29.35% 

2. 铁矿行业                                                                      

此次财政部新发布的关于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的通知中，决定将

铁矿资源税从改革前的从量计征改成从价计征，计税依据由原矿销

售量分等级每吨 10-25 元不等调整为原矿、精矿（或原矿加工品）

的销售额，计征税率为 1%-6%，并且将全部资源品目矿产资源补偿费

费率降为零，停止征收价格调节基金。 

以西藏矿业（000762）为例，公司是西藏最大的综合型矿产品开发

公司，主要从事铬铁矿、锂矿、铜矿、金矿和硼矿资源的开采及深加

工。其产品分别是：铬铁矿；高、中、低碳铬铁(含低钛铬铁)等。公

司所属铬铁矿产于西藏山南地区曲松县罗布萨乡境内，是我国储量

最丰富、Cr2O3含量最高，Cr/Fe最高的铬铁矿生产基地，公司在 14

年进行了资源税改革，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根据规定，14年

以前公司开采并销售的铜矿石均按每吨 15.00 元的税额计征资源税，

铬矿石均按每吨 50.00 元的税额计征资源税。锂精矿的销售数量或

移送数量依 200.00 元/吨的标准征收资源税；硼砂按照 32 元/吨的

标准征收资源税。2014年 1月 1日起金属矿原矿的资源税均实行从

价定率征收，税率为 3%。从 2016年 7月 1日起，取消征收资源补偿

费和价格调整基金。 

图表 6： 公司近 5年的资源税额和资源补偿费以及价调基金的情况及实际资源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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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全国铁矿石价格持续下降，导致企业的产量相应下降，这

造成了铁矿石企业 2011 年到 2014 年在采掘业的收入处在一个下行

区间,直到 2015年才有所好转；而在 14年资源税改革前西藏矿业资

源税的实际交收率为 1%-2%，14 年的从价计征提高了该企业的资源

税负担，不过这种情况在 15 年得到好转，降到了 1.3%左右。 

3. 煤炭行业 

  自 2014 年 12 月 1 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

改革，煤炭应税产品包括原煤和以未税原煤加工的洗选煤。煤炭资

源税率幅度确定为 2%-10%，用于洗选的自采原煤，由按原煤征税调

整为按未税原煤加工的洗选煤征税。对纳税人开采销售原煤的，以

原煤销售额为计税依据；对纳税人以自采原煤加工为洗选煤销售的，

按洗选煤销售额乘以折算率作为计税依据计征资源税，折扣率由省

级财税部门确定或由其授权地市级财税部门确定。此外，衰竭期煤

矿开采的煤炭可享资源税减征 30%优惠，对充填开采置换出来的煤

炭，资源税减征 50%。 

改革前煤炭资源税从量计征，税费以实际开采量为依据，相同的

开采量下，开采优质煤炭和劣质煤炭成本虽然不同，但资源税税收

相同，造成有的企业成本较大，不利于企业的公平竞争。从节约成本 

 

的角度看，企业更愿意开采资源禀赋好、开采难度小的煤炭资源，而

那些埋藏深、煤质差的煤炭由于开采成本高，煤炭资源就被大量闲

置，既不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也不利于代际公平。从价计征是按煤

炭产品价格的一定比例提取资源税，煤炭价格升高了，包含在其中

的煤炭资源价格也会相应增高，征收的资源税也相应增加了。采取

从量计征的方法，征税部门需要定期检查和核算煤炭企业开采煤炭

的数量，而获得数据的过程复杂，其真实性也难以评价；而从价计征

的方法只需在确定了从价计征的比率后，查看企业销售额就很容易

计算资源税，真实性也相对较高，减小了实际征税工作的操作难度。 

 

 

 

图表 7:煤炭公司收入及资源税简表                单位：百万元  

公司名称 
2015年 

煤炭业务收入 

2014年 

煤炭业务收入 

2015年 

公司净利润 

2015年 

资源税 

2014年 

资源税 

永泰能源 5702 7797 603 255 109 

兖州煤业 32874 58539 164 4112 1869 

西山煤电 9121 12322 141 537 144 

冀中能源 10274 14222 352 148 106 

阳泉煤业 15362 19008 83 497 139 

平煤股份 10802 14524 -2,138 183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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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8:考虑相关费用资源税额度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 年 
2015年预测 

（按从量记征） 

2015年 

实际-预测 

永泰能源 10082 10287 13520 25464 9887 15577 

兖州煤业 414399 369808 351174 411155 197210 213945 

西山煤电 26886 25022 24506 53654 18140 35514 

冀中能源 25393 24230 17995 14828 12999 1829 

阳泉煤业 28921 24716 23487 49742 18982 30760 

平煤股份 27825 27013 23259 18271 17299 972 

 

总体而言，相对于 2014年，2015年煤炭行业的总体收入水平有较

大幅度的下降，但资源征收力度有较大的提高，以从价计征减去从

量计征的差额来判断，资源税改革加重了这几家煤炭行业企业的税

负。  

4. 盐业 

  根据 2011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盐

的资源税税率分别为固体盐每吨 10-60 元，液体盐每吨 2-10 元。

2016 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出台的关于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的

通知中，对井矿盐、湖盐、提取地下卤水晒制的盐、海盐由从量计征

改为从价计征，相应的税率调整为井矿盐和湖盐 1%-6%，提取地下卤 

 

水晒制的盐 3%-15%，海盐 1-5%。 

  对盐资源税实行从量计征，在税率固定的情况下，应纳税额与盐

产量成正比，而与价格无关。但在现实情况下，盐的价格会随着市场

情况的变化而波动。从量计征切断了盐价与资源税征收额之间的关

系，使得资源税对价格变动失去了调节作用。改为从价计征，更有利

于资源的合理利用。而且由图 1 可以看到，我国的食盐价格总体上

是呈上升趋势，将盐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总体上会提

高征税力度，使得盐业企业的成本压力有所上升。 

我国从 1994年开始实行税制改革，将盐税由特种税改征增值税和

资源税。从 2007年起，盐企业增值税税率为 13%，在盐业的税赋中

占主导地位，所以资源税改为由价计征对盐业的影响不会太显著。

而且各省可以根据企业的经营和税费负担状况确定实际的资源税税

率。而盐行业食盐和工业盐的市场销售情况存在着显著差异，工业

盐的市场较为低迷，可以争取 1%的低税率。总的说来，资源税改革

对于盐业的影响不会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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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 9：我国食盐市场价格逐步上升 

 

 

 

 

 

 

 

盐业资源税从量计征的具体税赋标准存在着不合理的地方。比如，

北方海盐的资源税税额为 25 元/吨，而矿盐的资源税税额为 10 元/

吨。但是从资源的稀缺程度看，海盐并不具有稀缺资源的属性，对海

盐征收的资源税税额高于矿盐完全不合理。改为从价计征，可以逐

步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局面，实现公平的税务环境。 

  对云南能投（002053）进行分析，云南能投是一家从事盐和盐化工

业务，主营业务包括生产和销售食盐、工业盐等盐产品，以及烧碱、

聚氯乙烯等氯碱产品的上市公司。公司已控制了云南省主要的盐业

生产资源，取得了制盐生产方面的优势。公司拥有云南 省盐资源储

量最大、生产成本最优的四个盐矿——昆明盐矿、一平浪盐矿、乔后

盐矿和普洱 制盐分公司，在省内盐资源方面拥有绝对优势和生产成

本优势。 

图表 10：云南能投 2011 年至 2015 年资源税税额及分行业盐产量 

 

 

 

 

 

 

 

 

 

  因为该公司在化工行业的生产量远远大于在食品行业的生产量，

且由和资源税总额图比较可以得到，资源税的变动趋势和化工行业

的生产量的变动趋势相一致。以该公司在化工行业的产量作为盐 

的总产量，全部按井矿盐每吨 10元计缴，计算得到的资源税与 

实际的资源税非常接近，即可以将资源税的实际征收额等同 

于按照化工行业的总产量以每吨 10元的标准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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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公司在化工行业 2011-2015 年的营业收入作为征税基准，并假

设其他因素不发生变化，分别按照井矿盐 1%、2%、3%、4%、5%、6%

的税率计算新的资源税，并与原来的资源税比较，当新的资源税税

率为 1%时，新的资源税小于原资源税；当新的资源税税率为 2%时，

新的资源税略大于原资源税；当新的资源税税率大于 3%时，新的资

源税远大于原资源税。针对营业利润，当资源税税率为 1%时，营业

利润会有小幅度的上涨；当资源税税率为 2%时，营业利润会有小幅

度的下降；当资源税税率大于 3%时，营业利润会有大幅度的下降。

而且公司作为盐业行业的代表，具有盐业公司的典型特征，即公司

的利润较低，2012、2013 年都出现了负的营业利润的情况。资源税

税率的变化会对公司的利润产生较大的影响。 

图表 11：不同资源税率下预测资源税额及营业利润变动比率  

 

 

 

 

 

 

 

 

 

5. 电力行业 

  火电以及水电企业是取水大户企业，在这次资源税改革中，针对

贯流式火力发电以及水力发电企业统一按照 0.005元/kwh进行征税。

根据 2015年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我国总发电量为 58105.8亿 

 

 

千瓦小时，火电 42420.4 亿千瓦小时，水电 11264.2 亿千瓦小时，

若按河北省试行办法进行征税，最多可征收 268.42 亿元水资源税。 

                     图表 12：2005 年至 2015 年发电量及预测水资源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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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A股上市的16家电力企业为例，营业收入最多的华能国际按

今年发电量来计算，预测增加的水资源税额为15.88亿元，占公司

电力行业营业收入的1.23%，预计营业税的增幅高达135.35%；而其

他15家电力企业的预计水资源税税额占电力行业营业收入的0.5%到

2%不等，而相对营业税的增幅也有半数企业在100%以上。 

从短期来看，水资源税的征收对于整个火电以及水电企业来说会

造成企业的成本上升，而电价的制定权则掌握在政府手中，而在短

期内，企业也很难直接从火力，水力发电的业务中转型，这会造成

火电以及水电企业的利润空间减小，利润下降。 

从中期来看，水资源税的推出会促进火电以及水电企业的创新以

及转型，向着环保等新能源领域发展以实现可持续性发展；而在企

业转型的过程中，水资源税的税额会相对减少，但企业的整体利润

率由于技术开发费用的增加或者与新能源企业合并支付对价而有所

下降。 

从长期来看，在企业转型完成后，水资源税的征收就不会对相关电

力企业造成冲击，电力企业的整体利润率也会逐步上升。 

                      图表 13：16 家上市电力企业预测水资源税额及占营业收入比 

 

 

 

 

 

 

 

 

 

                     图表 14：16 家上市电力企业预测水资源税占营业税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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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务行业 

    水务行业是由原水，供水，节水，排水，污水处理及水资源回

收利用等构成的产业链，水务企业的业务则主要集中于两个部分，

一个是自来水生产供应，另一个则是污水处理。依据试行办法，由

于利用污水处理回用水，再生水免征水资源税，所以水务企业缴纳

的水资源税主要来自于自来水的生产环节，而对于设区市县按0.6

元/立方米，对于县级城市及以下按0.4元/立方米进行收费。根据

国家统计局2015年统计数据，2015年我国自来水产量为92.2亿立方

米，地级市与县级以下市按88:12的比例计算得水资源税率为0.576

元/立方米，则2015年我国自来水预期可征收水资源税额为53.12亿

元。 

以在A股上市的三家水务企业为例，重庆水务2015年自来水生产4

亿立方米，预计征收水资源税2.31亿元；绿城水务2015年自来水生

产4.46亿立方米，预计征收水资源税2.57亿元；国中水务2015年自

来水生产2.701亿立方米，预计征收水资源税1.56亿元。 

从单一供水业务来看，水资源税的征收会增加自来水供应企业的

生产成本，而和电力相似，水价的拟定权也同样掌握在政府的手

中，水务企业的产品议价能力较低，这样会压缩水务企业供水业务

的利润空间。 

而从企业整体业务以及配套政策来看，由于对利用污水处理用水

免征水资源税，水务企业的污水处理业务不会受到影响，结合营改

增的企业节税效应，水资源税改革对于水务企业的影响相对有限。 

 

图表 15:2009 年至 2015 年全国及 3家上市企业自来水产量及预测水资源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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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资源税改革的未来发展，任重而道远 

    总体而言，今年资源税政策的调整跟以往资源税的征收方式相

比，极大的提高了企业的税负水平，更好地实现了国有资源的有偿

使用，避免了长期资源税征缴偏离资源价格的情况，以及适应我国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求，提高了资源使用效率。此轮资源税改革

在以下层面实现了预期目标：一是增加了资源税税负。资源税额随

着企业实际资源使用量以及市场价格波动，使国有资源有偿使用的

制度更加合理和完善。二是引导企业节能减排。资源税改革后，提高

了资源开采使用成本，使企业承担相应的生态恢复和环境补偿成本，

高资源消耗型企业承担高额税负，压缩高耗能企业的生存空间，对

促进资源节约开采利用和保护环境，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产生

了积极作用。三是促进企业进行经营策略调整，技术创新。通过技术

的提高，合理利用资源，更大范围的减少资源浪费。四是增加了地方

财政收入。资源税属于地方税，从价计征建立起了地方财政收入稳

定增长的长效机制，增加了资源产地的财政收入，改善了地区发展

环境，打破地方财政依靠出让土地来扩大收入，促进区域经济的协

调发展。 

  但今年全面推进的资源税改革不是资源税改革的终点，而是迈向

新未来的第一步，在未来，以下的两个变化是可预见的：1.水资源税

的全面铺开。将现行的水资源费调整为水资源税，清费立税为水资

源的使用提供政策导向。2.碳税的征收。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开

始对二氧化碳排放权征收碳税，而中国的碳税征收仍处于一个商议

拟定的阶段，是合并入资源税或者消费税里设立一个税项还是单独

设立税目尚未可知，但这些并不能阻碍未来碳税征收的一个全球大

趋势。3. 在全面推进征收资源税以及营改增之后，资源税将逐步取

代营业税在地方财政中的主体地位，未来中央财政以及地方财政的

利益将重分配，地方税收体系也会更为完备，打破地方财政靠发债

以及转让土地来维持财政收入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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