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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资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财富。
我国是一个资源短缺与资源浪费严重并存的国家，自经济转轨30年以来，几乎经历了发达国家上百年
发生的所有资源环境问题，环境污染积重难返，资源危机剑拔弩张。
环境问题，本质上是由于自然资源利用方式不当、效率低下、废物堆弃等导致的，也就是说，环境问
题实质上是资源问题。
资源环境问题，表面上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实质上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与社会机制
。
一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与该国占有、开发利用、使用或消费资源的程度和方式密切相关。
在现有的对环境和资源税收政策的研究中，研究环境征税的比较多，主要是对排污税的研究，研究资
源保护的税收政策比较少，资源税的理论构建和机制探讨远远滞后于实践需要。
资源税是我国资源税费制度的主体，资源税应该在保护环境、引导资源合理使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我国的资源税改革已经超出了税制优化本身的意义，背后隐含着关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内涵。
因此，本文写作的意义在于系统研究资源税的相关理论，在对资源税进行定位的前提下，深入分析资
源税的作用机理，尝试为我国资源税的改革提供经济学的学理依据。
    本书主要采用历史分析、国际比较、回归分析、交叉研究等研究方法，使用微观经济学、环境经济
学、公共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生态伦理学、法学和财政学等诸多理论基础，对我国资源税的定位、
作用机理、问题、效应、成因、改革的对策与建议和配套措施进行分析和探讨，实现规范研究与实证
研究相结合，理论研究与政策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有机结合。
    全书共七章，除导论外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理论研究，第二部分是实证分析，第三部分是国外经验借鉴，第四部分为对策建议。
    在理论部分，本书以资源开采的外部性为研究的逻辑起点。
自然资源的开采由于不断改变和破坏矿区周围的自然环境，而广泛、直接地影响生态系统平衡，因此
具有很强的外部性。
外部性是导致自然资源配置存在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于外部性的存在，扭曲经济行为、导致私人产出过度，整个社会资源配置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
外部性所导致的市场失灵必须借助市场以外的力量来解决，庇古提出需要政府采取措施把社会成本加
入到企业的生产成本中，使外部成本内在化，税收可以使经济返回到最优状态。
    为了准确定位资源税，本研究采用比较的方法，将资源税与资源租和资源费征收所依据的权利、其
征收的类型、内容和特点一一进行了比对，又将资源税和环境税做了比较，庇古税是资源税的理论基
础，资源税具有庇古税意义但又不同于庇古税，是一种生态环境和财政收入双赢的税种。
    在资源税定位于保护资源、减少外部性的前提下，本书对资源税的作用机理进行了系统、详尽的论
证和分析。
应用微观经济学的基础理论，阐述了无谓损失在资源税中具有环境收益的含义。
无谓损失的大小主要是取决于供需弹性，而供需弹性由收入效应、替代效应和时间因素所决定。
作为一项针对具体资源产业而设的税种，资源税在保护资源上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征收资源税会同时产生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就收入效应而言，只要是以资源为课税对象的税种都会
产生收入效应，比如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和消费税。
由于可支配收入的减少，收入效应同时使资源品和非资源品的消费量减少。
而资源税是在资源开采环节唯一产生替代作用的税种。
资源税促使资源品的价格相对升高，从而促使资源、资本、技术对资源产生替代。
替代作用同时发生于资源的供给方和需求方，使双方的行为逐渐向政策所期望的方向收敛。
供需曲线弹性增加，环境收益增大。
     本研究力求从理论创新的角度，抽象出影响资源税发挥替代作用的具体因素，为政府制定政策引导
资源需求管理提供指导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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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税税制要素的设计成为替代是否有效发生的关键环节，决定因素主要有四个：征税目的、税负、
税率形式、征税范围。
征税目的是替代发生的前提；税负是替代发生的保障；税率形式是替代传递的途径；征税范围是替代
发生的范围。
在这四个因素中，本书着重分析了税负的构成，因为资源税的税负直接关系政府（资源所有权人）预
期的资源开采外部成本内在化的实现程度和纳税人（矿业权人）经济负担的量度，替代程度和税率的
高低有很大关系。
     实证部分透析了我国资源税政策的现状和效应，肯定了资源税在取得财政收入和调节资源配置上起
到一定的作用。
本书对大量的数据进行分类、加工和整理，并使用经济计量学的方法，针对理论模型对我国资源税的
现状进行了验证，总结出资源税存在的主要问题有：资源租、费、税的混淆；资源税缺乏良税所应有
的弹性；资源税率偏低；资源税的征收范围过于狭窄。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结论，现行资源税制不利于资源实现有效替代，资源税保护资源的作用无从发挥
。
     由于资源税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一是私人成本减少，引发企业短期行为，造成了资源的生产、销售和使用的浪费问题；二是社会成本
增加，污染严重、矿难频发、贫富差距加大、加剧了社会矛盾。
所以资源税功能缺失引致了资源问题、环境问题和社会经济问题。
本书进一步讨论造成资源税现状的成因分析，主要包括确定资源价格理论的不合理性、基于经济发展
水平对资源作用认识得局限性、资源税制度制定的历史背景的限制。
     国外经验借鉴介绍了资源保护先行国家的基本经验，主要分析了与我国国土面积和资源状况具有可
比性的俄罗斯、美国和加拿大的资源税制度，从中对我国的资源税制度进行了借鉴，也再一次验证了
理论模型。
     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在论证了资源税改革可行性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源税改革的总体思路：扩大征税
范围、改革计征方式、提高税负水平、统筹税费关系。
并提出资源税改革的时间策略，资源税是通过对纳税人行为的改变达到其征税目的，因而资源税比其
他税种有更大的可预测性。
国家应该在调整资源税前预先告之企业，使企业可以选择可行的方法减少资源税的交纳。
     任何一个税种的改革都不是孤立进行的，需要多种制度措施的协调配套。
资源税的配套措施分为三个层面：一是资源的价格配套改革，要实现资源完全价值，必须分两步走：
其一是资源税费制度改革，其二是资源租的改革，籍以理顺资源的收益分配关系，使与资源开发相关
的各利益主体都能获得合理补偿；二是其他税种的配套措施，主要是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
排污税等；三是其他环境制度，资源税只能通过经济利益调节来间接影响经济行为，因此也需要关注
经济手段之外的其他渠道，例如政府行政手段、信息披露制度等在环境保护和资源合理利用方面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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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探讨了目前国际矿产课税的趋势与问题。
但国外学者更关心税对资源开采的影响。
国外资源税的征收对象范围广泛。
在美国对自然资源（主要是石油）的开采征收开采税，该税通过延缓自然资源的开采速度来减少对环
境的破坏。
目前已有38个州开征了此税。
俄罗斯于2001年进行了全面的税制改革，建立了新的自然资源税制系统。
从2002年1月1日起以矿产资源开采税替代了原先存在的3种税，矿产资源开采使用税、矿物原料基地再
生产提成和石油、天然气消费税。
荷兰从1970年起开征地表水污染税，1981年起开征地下水税；法国从1996年起开征水税；芬兰各市也
开征了水税和水污染税；水资源丰富的俄罗斯也开征4种水资源保护税。
在俄罗斯，森林的利用是有偿的，根据其现行森林法，国家以森林税和租赁费的方式向利用者收取利
用费；马来西亚、瑞典政府也征收森林税，这对于保护森林资源，防止污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世界各国资源税的征收范围看，除对以上资源的课税外，资源税税目可涉及土地资源、草场资源、
海洋资源、地热资源及动植物资源等。
各国对自然资源课税纷繁复杂，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内不同的州资源课税都不一样。
现有的资源税形式可归为三类：①产出型资源税（output related taxes），以加工过的矿石或未经加土
的原矿为课税对象，或者从量定额征收或者从价定率征收；②利润型资源税（profit taxes），以开采企
业的盈利为课税对象对亏损企业不征税；③财产型资源税（property taxes），以矿产这种财富作为课
税对象，这实际上是一种从价税。
国外资源税的归属情况各异，大部分是中央和地方共享，如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家。
日本将不同的资源税分属于中央税和地方税，日本现行三级税制，共有53个税种，地价税、挥发油税
、石油天然气税等属于国税，由大藏省统一征收；属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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