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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税法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５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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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和改善环境，减少污染物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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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定本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管辖的其他海域，直接向环境排放应税污染物的企业事

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为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人，应当

依照本法规定缴纳环境保护税。
第三条　本法所称应税污染物，是指本法所附 《环

境保护税税目税额表》、《应税污染物和当量值表》规定

的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固体废物和噪声。
第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属于直接向环境排

放污染物，不缴纳相应污染物的环境保护税：
（一）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向依法设立

的污水集中处理、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场所排放应税污染

物的；
（二）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在符合国家

和地方环境保护标准的设施、场所贮存或者处置固体废

物的。
第五条　依法设立的城乡污水集中处理、生活垃圾

集中处理场所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向环境排

放应税污染物的，应当缴纳环境保护税。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贮存或者处置固体

废物不符合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标准的，应当缴纳环境

保护税。
第六条　环境保护税的税目、税额，依照本法所附

《环境保护税税目税额表》执行。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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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税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的具体适用税额的确定

和调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考虑本地

区环境承载能力、污染物排放现状和经济社会生态发展

目标要求，在本法所附 《环境保护税税目税额表》规定

的税额幅度内提出，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

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第二章　计税依据和应纳税额

第七条　应税污染物的计税依据，按照下列方法

确定：
（一）应税大气污染物按照污染物排放量折合的污

染当量数确定；
（二）应税水污染物按照污染物排放量折合的污染

当量数确定；
（三）应税固体废物按照固体废物的排放量确定；
（四）应税噪声按照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分贝数确定。
第八条　应税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的污染当量

数，以该污染物的排放量除以该污染物的污染当量值计

算。每种应税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的具体污染当量

值，依照本法所附 《应税污染物和当量值表》执行。
第九条　每一排放口或者没有排放口的应税大气污

染物，按照污染当量数从大到小排序，对前三项污染物

征收环境保护税。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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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排放口的应税水污染物，按照本法所附 《应税

污染物和当量值表》，区分第一类水污染物和其他类水

污染物，按照污染当量数从大到小排序，对第一类水污

染物按照前五项征收环境保护税，对其他类水污染物按

照前三项征收环境保护税。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污染物减

排的特殊需要，可以增加同一排放口征收环境保护税的

应税污染物项目数，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

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第十条　应税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固体废物的

排放量和噪声的分贝数，按照下列方法和顺序计算：
（一）纳税人安装使用符合国家规定和监测规范的

污染物自动监测设备的，按照污染物自动监测数据

计算；
（二）纳税人未安装使用污染物自动监测设备的，

按照监测机构出具的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监测规范的监

测数据计算；
（三）因排放污染物种类多等原因不具备监测条件

的，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规定的排污系数、物

料衡算方法计算；
（四）不能按照本条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的方法计

算的，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规定的抽样测算的方法核定计算。
第十一条　环境保护税应纳税额按照下列方法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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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一）应税大气污染物的应纳税额为污染当量数乘

以具体适用税额；
（二）应税水污染物的应纳税额为污染当量数乘以

具体适用税额；
（三）应税固体废物的应纳税额为固体废物排放量

乘以具体适用税额；
（四）应税噪声的应纳税额为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

分贝数对应的具体适用税额。

第三章　税收减免

第十二条　下列情形，暂予免征环境保护税：
（一）农业生产 （不包括规模化养殖）排放应税污

染物的；
（二）机动车、铁路机车、非道路移动机械、船舶

和航空器等流动污染源排放应税污染物的；
（三）依法设立的城乡污水集中处理、生活垃圾集

中处理场所排放相应应税污染物，不超过国家和地方规

定的排放标准的；
（四）纳税人综合利用的固体废物，符合国家和地

方环境保护标准的；
（五）国务院批准免税的其他情形。
前款第五项免税规定，由国务院报全国人民代表大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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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十三条　纳税人排放应税大气污染物或者水污染

物的浓度值低于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百分

之三十的，减按百分之七十五征收环境保护税。纳税人

排放应税大气污染物或者水污染物的浓度值低于国家和

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百分之五十的，减按百分之

五十征收环境保护税。

第四章　征收管理

第十四条　环境保护税由税务机关依照 《中华人民

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和本法的有关规定征收管理。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依照本法和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

规的规定负责对污染物的监测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税务机关、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和其他相关单位分工协作工作机制，加强环

境保护税征收管理，保障税款及时足额入库。
第十五条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税务机关应当建立

涉税信息共享平台和工作配合机制。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将排污单位的排污许可、污

染物排放数据、环境违法和受行政处罚情况等环境保护

相关信息，定期交送税务机关。
税务机关应当将纳税人的纳税申报、税款入库、减

免税额、欠缴税款以及风险疑点等环境保护税涉税信

６

征收管理 第１３条—第１５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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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定期交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第十六条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排放应税污

染物的当日。
第十七条　纳税人应当向应税污染物排放地的税务

机关申报缴纳环境保护税。
第十八条　环境保护税按月计算，按季申报缴纳。

不能按固定期限计算缴纳的，可以按次申报缴纳。
纳税人申报缴纳时，应当向税务机关报送所排放应

税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的浓度

值，以及税务机关根据实际需要要求纳税人报送的其他

纳税资料。
第十九条　纳税人按季申报缴纳的，应当自季度终

了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并缴纳税

款。纳税人按次申报缴纳的，应当自纳税义务发生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并缴纳税款。
纳税人应当依法如实办理纳税申报，对申报的真实

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
第二十条　税务机关应当将纳税人的纳税申报数据

资料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交送的相关数据资料进行

比对。
税务机关发现纳税人的纳税申报数据资料异常或者

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办理纳税申报的，可以提请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进行复核，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

税务机关的数据资料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税务机关出具复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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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意见。税务机关应当按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复核的数

据资料调整纳税人的应纳税额。
第二十一条　依照本法第十条第四项的规定核定计

算污染物排放量的，由税务机关会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核定污染物排放种类、数量和应纳税额。
第二十二条　纳税人从事海洋工程向中华人民共和

国管辖海域排放应税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或者固体废

物，申报缴纳环境保护税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税务主

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海洋主管部门规定。
第二十三条　纳税人和税务机关、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法规定的，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

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纳税人加大环

境保护建设投入，对纳税人用于污染物自动监测设备的

投资予以资金和政策支持。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污染当量，是指根据污染物或者污染排放活

动对环境的有害程度以及处理的技术经济性，衡量不同

污染物对环境污染的综合性指标或者计量单位。同一介

质相同污染当量的不同污染物，其污染程度基本相当。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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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排污系数，是指在正常技术经济和管理条件

下，生产单位产品所应排放的污染物量的统计平均值。
（三）物料衡算，是指根据物质质量守恒原理对生

产过程中使用的原料、生产的产品和产生的废物等进行

测算的一种方法。
第二十六条　直接向环境排放应税污染物的企业事

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除依照本法规定缴纳环境保

护税外，应当对所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责任。
第二十七条　自本法施行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征

收环境保护税，不再征收排污费。
第二十八条　本法自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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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环境保护税税目税额表

税　目 计税单位 税　额 备注

大气污染物 每污染当量 １．２元至１２元

水污染物 每污染当量 １．４元至１４元

固

体

废

物

煤矸石 每吨 ５元

尾矿 每吨 １５元

危险废物 每吨 １０００元

冶炼 渣、粉 煤 灰、炉
渣、其他固体废物（含
半固态、液态废物）

每吨 ２５元

噪

声

工业噪声

超标１—

３分贝
每月３５０元

超标４—

６分贝
每月７００元

超标７—

９分贝
每月１４００元

超标１０—

１２分贝
每月２８００元

超标１３—

１５分贝
每月５６００元

超标１６分贝

以上
每月１１２００元

１．一个单位边界上有多处

噪声超 标，根 据 最 高 一 处

超标 声 级 计 算 应 纳 税 额；
当沿边界长度超过１００米

有两处 以 上 噪 声 超 标，按
照两个单位计算应纳税额。

２．一个单位有不同地点作

业场所 的，应 当 分 别 计 算

应纳税额，合并计征。

３．昼、夜均超标的环境噪

声，昼、夜分别计算应纳税

额，累计计征。

４．声源一个月内超标不足

１５天 的，减 半 计 算 应 纳

税额。

５．夜间频繁突发和夜间偶

然突发 厂 界 超 标 噪 声，按
等效声级和峰值噪声两种

指标中超标分贝值高的一

项计算应纳税额。

０１



附表二：

应税污染物和当量值表

一、第一类水污染物污染当量值

污染物 污染当量值 （千克）

１．总汞 ０．０００５

２．总镉 ０．００５

３．总铬 ０．０４

４．六价铬 ０．０２

５．总砷 ０．０２

６．总铅 ０．０２５

７．总镍 ０．０２５

８．苯并 （ａ）芘 ０．００００００３

９．总铍 ０．０１

１０．总银 ０．０２

　　二、第二类水污染物污染当量值

污染物
污染当量值

（千克）
备注

１１．悬浮物 （ＳＳ） ４

１２．生化需氧量 （ＢＯＤ５） ０．５

１３．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ｃｒ） １

１４．总有机碳 （ＴＯＣ） ０．４９

同一 排 放 口 中 的 化 学 需

氧量、生 化 需 氧 量 和 总

有机碳，只征收一项。

１５．石油类 ０．１

１６．动植物油 ０．１６

续表

１１



污染物
污染当量值

（千克）
备注

１７．挥发酚 ０．０８

１８．总氰化物 ０．０５

１９．硫化物 ０．１２５

２０．氨氮 ０．８

２１．氟化物 ０．５

２２．甲醛 ０．１２５

２３．苯胺类 ０．２

２４．硝基苯类 ０．２

２５．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ＬＡＳ） ０．２

２６．总铜 ０．１

２７．总锌 ０．２

２８．总锰 ０．２

２９．彩色显影剂 （ＣＤ－２） ０．２

３０．总磷 ０．２５

３１．单质磷 （以Ｐ计） ０．０５

３２．有机磷农药 （以Ｐ计） ０．０５

３３．乐果 ０．０５

３４．甲基对硫磷 ０．０５

３５．马拉硫磷 ０．０５

３６．对硫磷 ０．０５

３７．五氯酚及五氯酚钠 （以五氯酚计） ０．２５

３８．三氯甲烷 ０．０４

续表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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