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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de a detailed analysis from the practical needs of environmental taxes and the col-
lection of theoretical basis, explain car environment tax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necessity. Then based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oreign successful experience and the actual conditions of our country puts for-
ward the implementation in our country environment tax car possible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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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车环境税的现实需求和其征收的理论基础做了详细的分析，说明汽车环境税对可持续

发展的必要性。然后结合国外实施的成功经验和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我国实施汽车环境税可能存在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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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汽车环境税的现实需求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我们的环境越来越恶

化。究其原因就是人们只注重经济发展、个人经济利

益最大化，而忽视了环境保护。现在，我国的经济发

展到一定程度、人们生活质量逐渐提高、环保意识增

强，改善我们生存的环境是人们大众的共同心愿。其

中，城市环境更是引起了高度的重视。据统计，城市

空气质量低下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汽车尾气的

排放，而最近几年我国的汽车保有量剧增，我国已经

成为世界第一的汽车产销国。所以，开征汽车环境税

是现实的需求，是改善城市空气质量的有效途径。 

2. 汽车环境税征收的理论基础 

汽车环境税是环境税的一种，环境税是把环境污 

染和生态破坏的社会成本，内化到生产成本和市场价

格中去，再通过市场机制来分配环境资源的一种经济

手段。环境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

他性两个特点，非竞争性是指不会因为消费人数的增

加而引起生产成本的增加，即消费者人数的增加所引

起的社会边际成本等于零，而非排他性则是指产品一

旦提供，就不能排除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免费享受它

所带来的利益。环境问题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说

明，环境这种公共产品无法通过等价交换的机制在生

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联系，如采用市场资源配置的

方式进行环境供应，就会产生市场失灵，这是在经济

发展中产生环境污染问题的根本原因。市场失灵是指

由于一定的因素使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呈现出低效

率运行的一种非理想状态，也就是市场发挥作用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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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不具备或者不完全而造成的市场机制不能自我调

节的情形。当市场失灵时，人们就开始寻求新的思路，

由此产生了“庇古税”，庇古于 1920 年出版的《福利

经济学》中首次提到环境税这一概念[1]。通过行政干

预的方式征收环境税，21 世纪，国内汽车每年以近千

万辆速度膨胀，节能减排的呼声日益高涨，汽车尾气

已经成为导致城市空气质量差的主要原因，汽车尾气

极大的威胁着城市居民的健康，征收机动车环境税被

提上议程。同时，中央政府今年也投资 5900 亿力挺

节能环保工程。所以，汽车环境税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3. 汽车环境税在国外的实施与成效 

汽车环境税在我国还尚未开始征收，在开征之前

我们应该学习国外成熟的经验，为开征环境税做好准

备，让它在良好的环境下运作。 

3.1. 汽车环境税在美国的实施与成效 

美国规定要求汽车制造商减排防漏，特点是重检

修轻税费。在美国率先制定汽车污染标准的州是加利

福尼亚，至今美国国家所用的标准也是依照该州为基

础制定的。美国还没有征收全国性的汽车环境税，环

保重点放在了对汽车制造厂家的要求上，投资和提倡

使用更新的科学技术和制造手段，从根本上改造汽车

性能，减排防漏来做到环保。美国汽车进行污染标准

检验，如果检验不合格，该车必须立即进行修理，否

则不能再次上路。如果修理部分超过 100 美元，修理

人员应给与估价，假如车主希望到自己熟悉的修车行

去，则要向验车部告知具体修理时间，并预约第二次

验车。修车的费用由车主自理，保证达到低污染的汽

车才能使用。 

3.2. 汽车环境税在英国的实施与成效 

英国的政策规定，设立“低排放区”，不达标须

缴排污费。特点是第二次“闯关”才被罚。2008 年 2

月 4 日，英国首都伦敦启动了“低排放区”计划。规

定凡进入该区域的 12 吨以上、尾气排放未能达到欧

Ⅲ标准的车，每辆车要缴纳每天 200 英镑(约合 2200

元人民币)的排污费，违者将收到高达 1000 英镑的罚

单。老车污染相对大，税收高；而对使用了新技术和

防止污染材料的汽车，税收也相对低。“低排放区”

不仅囊括了伦敦市内，而且辐射到四周大片地区。据

伦敦交通部门官员介绍，违规车辆第一次进入这个区

域内不会被立即罚款，如果在 28 天内，其未按规定

改善车辆排污状况，并第二次“闯关”，那就只能缴

纳排污费，否则将收到罚单。 

3.3. 汽车环境税在日本的实施与成效 

日本规定：车体重的、排量大的收费高；特点是

对环境税呼声渐高。日本目前虽然还没有实行征收汽

车环境税，不过，出于对环境的保护，也在通过征收

其他各种税费和发放补贴来鼓励使用环保小型车。日

本政府的目的是用价格杠杆引导大众合理购车，合理

用车。车主购车后，要按期缴纳汽车重量税、汽车税

等。这些税费都与车体重量和排气量大小有关，车身

越重，排气量越大，交的钱越多。比如重量税，年代

久、车体重的豪华车废气排放相对较大，差不多每年

要交 8 万日元左右(约合 6000 元人民币)，而新的微型

车仅需要交 1.2 万日元，两者相差 6 倍多。汽车税也

是如此，例如，排气量在 1 升至 1.5 升的小型车税费

只有 3.45 万日元(约合 2500 元人民币)，而排气量在

2.5 升到 3 升之间的中高档车，税费为 5.1 万日元，两

者差别还是挺大的。此外，日本的汽油价格含有消费

税、挥发税、地方道路税等税费。现在相当于国内 93

号汽油的油品价格为每升 120 日元左右，其中税费就

占了一半。 

3.4. 汽车环境税在德国的实施与成效 

德国规定：禁止重污染车辆驶入城中心；特点是

车上不贴排放标签要被扣分。德国的柏林、科隆、汉

诺威 3 市各自立法，将中心城区划为环境保护区，禁

止重污染车辆驶入。这些法案根据欧洲联盟汽车尾气

排放标准“欧Ⅰ”至“欧Ⅳ”，从低到高将汽车分为 4

个级别。只达到“欧Ⅰ”甚至还不及这一标准的汽车

被禁止驶入中心城区。另外 3 个级别的汽车可在中心

城区行驶，但车主必须按规定在车上贴等级标签。此

规定一周 7 天全天有效，没有按规定贴标签的汽车将

被罚款扣分。 

各国针对自己的情况，都有不少的巧妙措施应对

环境污染。汽车环境税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我们

不能照搬。我国应该根据国情，在国外的基础上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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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使得汽车环境税能真正控制和改善环境污染。 

4. 在我国实施汽车环境税可能存在的问题 

4.1. 已有三种汽车税种服务环保，汽车环境税 

有重复收税之嫌 

已有三种汽车税种服务于环保：一个是消费税；

第二个是燃油税；第三个是车购税。但这三种税实施

以来未见明显成效，对环境的改善效果并不显著，反

而还引起了油价上涨等经济问题。再加一个新的汽车

环境税恐怕只能增加消费者的负担，更重要的是，多

如牛毛的税收只会让群众产生更为强烈的抵触情绪，

觉得国家体制不够完善，对政府的信任度也会随之大

大下降，政府在群众面前的威信则会大打折扣。所以，

去除不必要的税收，合并同性质的税种，建立更为合

理的税收制度，切忌盲目收税是重拾群众信任，获取

群众支持的重要途径。汽车环境税与消费税、购置税

和燃油税有重复收税之嫌，消费者反对呼声强烈[2]。

如何进行环境税制改革是当下急需解决的问题。 

4.2. 汽车环境税的用途不明 

中国有不少税种都是只管征收，不名使用去向，

专款专用是税收的本质意义。随着经济发展和信息

化，公众越来越关心税收的使用与去向。由于环境治

理、环境保护的特殊性，比如环境治理具有综合性、

长期性、效果不明显等特点，如果机动车环境税收非

所用，或者不知所终，环境税可能就失去征收的意义

了。同时，公众也很难接受。 

4.3. 市场体系不完善，税收难以通过价格传导 

给经济个体 

市场不健全，传导机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问

题都会使政府的调控意图落空，税收的变化不能通过

价格波动及时将信息传递给经济个体，经济个体就不

能根据价格的变化调整经济决策。从上面发达国家汽

车环境税的实施与成效来看，他们之所以取得成效，

市场机制的作用功不可没[3]。 

4.4. 目前环保执法环境差 

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背景之下，开征环境税有

其必要性。从目前频繁发生的环境事故来看，中国环 

境的承受能力也已经日益逼近极限。通过税收杠杆，

让企业支付更多的环境成本，从而达致环境保护和产

业转移的目标，这值得肯定。不过，要推出环境税，

也不能不考虑目前的环保执法环境。要谨防环境税变

成一些污染企业的“通行证”，甚至是“合法”排污

的“免死金牌”。近年来发生的诸多环境事故，令人

印象深刻的一点就是，地方环保监管虚置。一些企业

就在地方环保部门的眼皮下排污多年，却并未得到纠

正，直到酿成重大环境事故，或者引发群体性事件。

而对那些作为地方纳税大户、经济支柱的污染企业，

一些地方的环保部门不但漠视、纵容企业的污染行

为，甚至还充当这些污染企业的保护伞。在环境执法

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开征环保税效果如何实在令人心

存疑虑。如果单从发挥经济杠杆作用的角度来说，开

征环保税总比不开征强。但是就现实的执法环境来

说，尤其需要担心的一种威胁倾向就是，企业上缴了

环保税便视之为缴纳了“污染通行费”，从原来的偷

偷摸摸排污变得更加明目张胆；而因为征收了环保

税，一些地方环保部门的执法或许也不再像过去那样

理直气壮。 另外就是，环境税不能只考虑开征，不考

虑用途。如果环境税不是用于环境治理，用于解决那

些遭受污染民众的切身需求，而是列入财政收入的大

账本，这实质上相当于政府又开辟了新财源。现在，

要保护环境不缺法律，不缺科技手段，缺的正是严格

的环境执法和监督。如果环境执法的现状得不到有效

改善，那么开征环境税就很容易被民众以及污染企业

误解。对政府来说，保护环境更应该把法律和政策手

段用好，税收等经济杠杆还是慎重使用为好。 

汽车环境税不是解决汽车对环境污染的唯一方

法。环保应该从“根”上抓起，这里的根可以从两方

面分析：一方面，从汽油和柴油的品质改良抓起。提

高汽油和柴油质量可以直接改善车辆排放，改善大气

环境。更重要的是，该方法比排放法规的加严起作用

更快，加严排放法规的方法真正见效需要几年，而提

高油的品质却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另一方面，从

生产技术抓起。对使用者征税只能减少一部分车的排

放，而对生产商进行收税则能降低所有车的排量。通

过根据生产商生产汽车的排量，对环境造成的污染程

度对企业收税，可以促进企业不断研发，引进新技术，

开发新能源以减少排污量。这种方法也是“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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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济发展”的“双赢点”。 

5. 开征汽车环境税的对策建议 

1) 加大税种的研究，合理征收汽车环境税，避免

重复收税给消费者带来的成本提升。车主并非汽车污

染的主因，不能把环境税光转嫁到车主身上。车主开

车——发动机燃烧汽油——尾气排放产生，可见车主

只是其中一个环节，汽车厂商制造的发动机的好坏也

决定了尾气排放的多少和尾气对环境的破坏程度，炼

油厂生产的汽油质量的高低同样决定了尾气排放的

多少和尾气对环境的破坏程度。 

2) 明确汽车环境税作为一种税收的用途，建立专

款专用制度。新增税收的目的一定要明确，征收汽车

环境税的目的就是控制汽车产品的环境污染，降低单

车的油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时，征收的方式也要

合理，排量不是唯一决定尾气的衡量指标，如大排量

的车很少开和小排量的车经常开，这些都要考虑。一

定要专款专用，只能用于环保项目。 

3) 不断探索市场体系改革，让税收通过价格传导

给经济个体。环境税要以环境之名行环保之实。不要

像限塑令那样，雷声大雨点小。收钱不是目的，有效

控制环境污染的继续恶化才是关键。 

4) 制定更加完善的环保法，最重要的是建立监督

机制，将法律法规落到实处。目前,我国环境保护制度

虽然对遏制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总体效果并不理想。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制定专门的

环境税法,发挥环境税对减少环境污染、改善自然生

态、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社会和谐和国民经济持续

发展的宏观调控作用。 

6. 结论 

为了保护城市空气质量，遏制汽车尾气的大量排

放，我国开征汽车环境税将使环境污染者、资源过度

使用者付出更大的经济代价，这不仅解决了我国环境

保护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同时也是我国改善环境治

理现状的迫切需要和必然选择[4]。虽然开征汽车环境

税会带来些负面问题，对汽车行业也有些不利影响，

但开征汽车环境税是大势所趋，但它能否达到预期效

果需要合适的土壤。所以，开征汽车环境税是一个系

统工程，需要多个部门协调参与。我们可以边试点，

边改善，边修正。上文分析存在的问题要有充分的准

备，汽车环境税才能合理的征收并正常运转。那么，

实现我国环境保护、城市空气质量改善、资源可持续

利用，实现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将不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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