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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51/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6_B3_A8_c46_551726.htm 我国现行资源税主要有以下几

个特点： (一)只对特定资源征税 我国现行的资源税的征税对

象既不是全部的自然资源，也并非对所有具有商品属性的资

源都征税，而是主要选择对矿产资源进行征税。在矿产资源

中，还采取了根据矿产品价格和采掘业的实际状况选择品目

，分批分步实施征收资源税的办法。1984年10月资源税开征

伊始，只对原油、天然气、煤炭三种产品开征了资源税；后

来又将铁矿石资源纳入资源税的征税范围；1994年实行新的

资源税税制，规定对所有的矿产资源征收资源税，具体操作

时，对矿产资源的绝大多数主要矿种，采取列举品目的办法

征收。未列举品目的矿种主要是税源不大、不具代表性的矿

种，这部分品目征收资源税或者缓征资源税的权限适当下放

地方。 (二)具有受益税性质 从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关系分析，

如果应税资源非国家所有，则国家单纯凭借政治权力对资源

的征税，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税；反之，如果应税资源属于国

家所有，对这类资源采取征税形式，那么。资源税具有资源

有偿分配性质。一般来说，国家可以凭借对自然资源的所有

权向资源的开发经营者收取占用费或租金，也可以凭借政治

权力征税。在我国，国家既是自然资源的所有者，又是政治

权力的行使者，国家把两种权力结合起来作为分配依据，使

资源税的征收更加名符其实。资源税的征收是国家政治权力

和所有权的统一。它一方面体现了税收强制性、固定性的特

征；另一方面主要体现了对国有资源的有偿占用性。单位或



个人开发经营国有自然资源，既应当为拥有开发权而付出一

定的“代价”；又因享受国有自然资源有义务支付一定的“

费用”。所以说，我国资源税具有受益税的性质。 (三)具有

级差收入税的特点 各种自然资源在客观上都存在着好坏、贫

富、储存状况、开采条件、选矿条件、地理位置等种种差异

。由于这些客观因素的影响，必然导致各资源开发者和使用

者在资源丰瘠和收益多少上存在较大悬殊。一些占用和开发

优质资源的企业和经营者，因资源条件的优越可以获得平均

利润以外的级差收入；而开发和占用劣质资源的企业和经营

者，则不能获得级差收入。我国资源税通过对同一资源实行

高低不同的差别税率，可以直接调节因资源条件不同而产生

的级差收入。可见，资源税实际上是一种级差收入税。 (四)

实行从量定额征收 资源税税负是根据应税资源的不同品种以

及同一品种的不同资源、开采条件按其资源产地和等级分别

确定的，并根据各种资源的计量单位确定其单位税额，实行

从量定额征税。其计量单位主要包括吨、克拉和立方米三种

。采用定额税率征税，计算应纳税款的多少只同资源的开采

量或销售量有关，同企业成本及产品价格无关。当应税资源

成本降低、价格升高时，对企业来说增利不增税，有利于促

进企业增产增收的积极性；当应税资源成本升高、价格降低

时对企业来说减利不减税，从而有利于稳定国家财政收入。

此外，采用定额税率，计算简便、便于征管。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