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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资源费改税试点全面实施—有力助推我国经济社会绿色转型（来源：中国财经报）

2. 个人所得税“调高”又“惠低”（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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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费改税试点全面实施——

有力助推我国经济社会绿色转型

近日，财政部、税务总局、水利部发布《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明确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全面实施水资源费改税试点。这意味着，2016 年 7 月开始在河北、北京、

天津等 10 个省（区、市）启动的水资源费改税改革将推至全国。

全面实施水资源费改税试点是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全

面推行水资源费改税”这一要求的重要举措。试点有利于充分发挥税收杠杆作用，增强企业等社会

主体的节水意识和动力；有利于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全面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安全利用水平。

同时，这也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和完善我国绿色税收体系的重要成果，将有力助推我国经济社会绿

色转型，加快美丽中国建设。

从量计征 费改税实现平稳转换

《办法》对水资源税的纳税人、计税依据、税额标准、税收优惠等税制要素作出了具体规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德勇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总体上来看，此次全面实

施水资源费改税试点，既吸收了以前水资源费改税在部分地区试点的有益经验，又进行了优化完善，

比如细化纳税人取用水适用多个税额标准的申报纳税要求，将水资源税的纳税地点由生产经营所在

地调整为取水口所在地，实现节约用水、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我国绿色税

收体系有机结合。

《办法》明确，对水资源税实行从量计征。浙江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张兵兵认为，水资源费

的征收基于取水量，水资源税采用从量计征方式有利于费改税的衔接。水资源税从量计征能够确保

水资源税与实际使用量直接相关，从而更好地体现水资源的稀缺性和市场价值，有助于促进水资源

节约和保护。另外，水资源从量计征更利于水资源税与取用水价格实行价税分离，有助于实现不增

加用水负担的目标。

张德勇也认为，水资源税从量计征，可避免因水资源价格大幅波动形成价税联动，进而将成本

转嫁给水资源使用者或消费者。从量计征不会导致因改革增加用水负担，不影响正常生产生活用水。

“前期 10 个省份在试点期间基本采取了税费平移原则，保障了企业正常生产用水、城镇公共供

水企业和居民生活用水负担‘三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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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表示，为确保费改税的平稳转换，此次改革统筹现有水

资源税改革试点制度和水资源费征收制度，在保持税制要素和基本框架稳定的前提下，实现水资源费

制度向水资源税制度的平稳转换。

对此，张德勇认为，基本保持改革前后的负担不出现明显变化，有利于增强广大居民对改革的接

受度。同时，税比费更具稳定性和规范性，多用者多缴税，有助于发挥好税收杠杆对水资源集约使用

的促进和引导作用。

财政部、税务总局、水利部相关负责人明确表示，为确保改革试点平稳有序实施，将建立税务与

水利部门工作配合机制，交接纳税人档案资料，开发和测试征税信息系统，实现涉税信息自动预填、

自动计算，进一步提升纳税人办税便利度。

以北京为例，在试点过程中，北京市税务部门联合市水务部门开发了全国首例水资源税信息共享

平台，突破部门业务界限，通过申报系统与核量系统相连通，实现两部门业务在同一平台系统操作运

行。同时，联合制定《关于进一步深化水资源税征管协作实施方案》及工作要求，实现纳税人基础信

息实时共享，有效提升水资源税征管质效。

在四川，税务部门联合水利部门构建“税务征管、水利核量、自主申报、信息共享”的管理模式。

截至 2024 年 9 月底，两部门共享取水许可、取水计划、水量核定等五类数据近 30 万条。

差额标准＋税收优惠 实现双向发力

资源税是引导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手段。在前期改革试点中，通过差异化税额标准和减免税优惠

政策双向发力，充分发挥了税收调节作用，有效促进纳税人节约用水、压采地下水和改变不合理用水

需求。

以首个水资源费改税试点省份河北为例，自启动水资源税改革以来，万元 GDP 用水量由 2015 年的

70.8 立方米下降到 2023 年的 42.5 立方米，降幅达 40%；地下水开采量由 134 亿立方米下降到 75 亿立

方米，降幅达 44%。2023 年底，超采区深、浅层地下水位比 2019 年底分别回升 9.67 米、3.72 米。

《办法》明确，水资源税根据水资源状况、取用水类型和经济发展等情况实行差别税额。一般情

况下，水资源税按照取水量乘以适用税额来定，具体适用税额由各省确定，但国家规定了各省最低平

均税额，比如江苏、浙江等 6个省份地表水最低税额不得低于 0.2 元/立方米，而北京这一标准为 1.6

元/立方米。



“我国水资源分布不均，为防止缺水地区水资源被进一步过度开采，对缺水地区执行高税额，发

挥税收调节作用十分必要。同时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水资源税额设置要与地区发展程度相适

应，避免税额过高导致相关纳税人税负增加进而影响经济发展。”张兵兵表示。

“针对不同区域水资源丰欠程度不同，水资源短缺区域的税额较高，水资源丰富区域的税额相对

低些。把税负与各地水资源禀赋挂钩，有利于更好地发挥税收调节作用，抑制地下水超采和不合理用

水需求。”张德勇说。

“适当提高超采区取用地下水、超计划取用水、特种行业用水的征收标准，有利于发挥水资源税

对水资源节约、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的引导作用。”李平认为。

“改革试点以来，特种行业耗水锐减。”天津市税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3 年全市特种行业纳

税人由 14 户降为 4户；取水量由 2018 年的 6.3 万立方米降至 0.26 万立方米，过度使用地下水用于耗

水行业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

在山东，从“要我节水”到“我要节水”的意识转变较为明显。山东省税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山东通过搭建“水资源税远程在线监控管理”平台，推动企业主动研究节水措施。

山东省金乡县英吉冷藏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陈胜坦言：“企业从 2024 年开始开展冷库业务，全靠

地下水制冷。因为制冷技术较为简单，我们没打算进行技术升级。直到税务人员上门宣传解读水资源

税政策，帮助企业算清‘环保账’‘长远账’，这才激发了我们加强用水管理的内生动力。”

水资源费改税之后，企业积极改造节水设施，采用循环水、氟利昂制冷，减少地下水开采，2023

年水资源税缴纳金额比 2018 年减少 34%。

陕西延长中煤榆林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凭借水资源梯级利用、污水废水循环利用及雨水收集再

利用等方面的突出表现，入选 2023 年全国十大节水经典案例。该公司财务资产部经理高浪介绍，水资

源费改税试点启动后，企业加强污水处理设备升级改造和废水综合利用技术研发，能源转化效率提高

16.88%。

陕西省税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水资源税改革促使高耗水行业节水意识显著提升、用水结构显著

优化、地下水超采得到有效遏制，全省共关闭自备井 469 眼，有 400 多户纳税人不再抽取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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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抑制不合理用水，推动企业转变用水理念的同时，《办法》还对规定限额内的农业生产取用水

等五种情形，免征水资源税；对超出规定限额的农业生产取用水以及农村集中饮水工程取用水，授权

地方减免水资源税；对用水效率达到国家用水定额先进值的相关纳税人，减征水资源税。

张兵兵认为，实施水资源税的目的是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安全利用，但前提是要保障纳税人的合

理用水，对税额承担能力低的纳税人给予税收优惠是有必要的。另外，对用水效率达到国家标准的纳

税人给予优惠，可以有效鼓励纳税人进行节水技术创新，发挥水资源税的溢出功能。

拓展地方税源 水资源税收入全部留给地方

《办法》明确，全面实施水资源费改税试点后，水资源税收入全部归属地方（原水资源费收入实

行中央和地方 1∶9分成），适当增加地方自主财力。

张德勇表示，水资源税收入全部留给地方，一是有助于健全高质量发展的税收制度，提高地方推

动绿色发展的财力支持力度；二是有助于健全地方税体系，提高地方落实水资源费改税的积极性；三

是有助于切实拓展地方税源，增加地方自主财力，以较稳定的水资源税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地方财

政压力。

《办法》还适当扩大了水资源税地方税收管理权限：新增地方可以减征和免征的税收优惠政策；

简化水资源税的税额标准，授权地方在确定具体税额时有更多调整空间；授权地方确定特定取用水的

水资源税核定方法和计征方式等。

“全面营改增之后，地方缺乏主体税种的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水资源税收入全部归地方所有，

显然可以增加地方财力，同时也释放了中央拓展地方税源的信号。《办法》适当扩大了地方税收管理

权限，使地方拥有更多的自主性，有助于实现资源节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调发展。”张兵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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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 2023 年度个税汇算清缴数据。数据显示，中国取得综合所得的人员中，

无需缴纳个税的人员占比超过七成。特别是“上有老、下有小”的纳税人，个人综合所得年收入不超

过 10 万元的，基本无需缴纳个税。

从税收数据中，可以看出中国自 2018 年实施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新税制以来，个人所

得税有效发挥了“调高惠低”的作用。

个人收入位居前 1%和前 10%的人群缴税占比较高

哪些群体是缴纳个税的主体？

近年的个税申报数据显示，中国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人员中，年收入 100 万元以上的高收入者约

占申报人数的 1%，这部分人申报缴纳的个税占全部个税五成以上；申报收入位居全国前 10%的个人缴

纳的个税占全部个税九成以上。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告诉本报记者，个人收入位居中国前 1%和前 10%的人群

缴税占比较高，符合税法基本原则中“税收负担须根据纳税人的负担能力分配”的公平原则，也与世

界上主要国家收入居前人群缴纳个税比例均占大头相一致。“这说明个人所得税的‘调高’作用较为

明显，个人所得税在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李平说。

与此同时，财税部门近年对多项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优化和延续，也让部分中等收入者从中受益。

“我们公司的薪资结构中，年终奖金占了较大比例。去年财税部门发布公告，明确了全年一次性

奖金个人所得税政策延续实施至 2027 年底。我在个税 APP 上对比了一下，奖金如果不并入全年综合所

得，按月单独计算纳税，可节税数千元。”在北京市一家科技型企业工作的王伯昊说。

支持个体工商户发展——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对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

额不超过 200 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个体工商户在享受现行其他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

基础上，可叠加享受本条优惠政策。

支持居民换购住房——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对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

售后 1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其中，

新购住房金额大于或等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全部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新购住房金额小于现住

房转让金额的，按新购住房金额占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比例退还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调高”又“惠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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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企业创新发展——居民个人取得股票期权、股票增值权、限制性股票、股权奖励等股权激励，

符合相关条件的，不并入当年综合所得，全额单独适用综合所得税率表，计算纳税。这一政策的执行

期限为 2027 年 12 月 31 日。

对个人投资者转让创新企业境内发行存托凭证取得的差价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对内地个

人投资者通过沪港通、深港通投资香港联交所上市股票取得的转让差价所得和通过基金互认买卖香港

基金份额取得的转让差价所得，继续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对境外个人投资者投资经国务院批准对外

开放的中国境内原油等货物期货品种取得的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各类个税优惠政策延续实

施，在惠及纳税人的同时，也体现出精准有力的政策导向。

低收入群体基本无需缴税或只需缴纳少量税收

个人所得税“惠低”如何体现？

税收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取得综合所得的人员中，无需缴纳个税的人员占比超过七成，在剩余不

到三成的实际缴税人员中，60%以上仅适用 3%的最低档税率，缴税金额较少。

李平分析，从综合所得缴纳个税情况看，低收入群体在享受税改红利后基本无需缴税或只需缴纳

少量税收，从而充分发挥出个人所得税的“惠低”作用。“这体现了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度‘中高收入

者多缴税、低收入者少缴税或者不缴税’的基本取向。”李平说。

为什么说“低收入群体基本无需缴纳个税”？

李平解释，2018 年，中国对个人所得税法进行了第七次修订，将基本减除费用标准从原来的每人

每月 3500 元提高至 5000 元。“这一标准通常被称为‘起征点’，它相对于人均国民收入而言，在国

际上已处于较高水平，能够大体覆盖当前的人均基本消费支出，并且还有一定的空间”。李平说。

据介绍，除了每年的基本减除费用，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起征点”6万元之外，个人所得税纳税人

还能够享受到社保公积金的专项扣除，子女教育、赡养老人、住房贷款利息等专项附加扣除。此外，

符合条件的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商业健康保险、个人养老金等也可以进行税前扣除。

李平表示，目前中国已形成较为完善的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体系，“这一体系既照顾了纳税人的

纳税能力，也体现了国家的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导向”。

此前，个人所得税法的第七次修订设立了子女教育、赡养老人、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继续

教育、大病医疗 6项专项附加扣除，2022 年新增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2023 年又提高了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赡养老人 3项专项附加扣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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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税改革以来推出的 7项专项附加扣除，为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税负、推动个税精准“惠低”发挥

了重要作用。李平分析，专项附加扣除的推出和实施，有利于帮助纳税人减轻家庭负担、增进民生福

祉。

从实施效果看，个税负担做“减法”，意味着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做“加法”。“与住房、医疗、

养老、育幼等相关的各类扣除覆盖面广、额度高，大大降低了中低收入者税收负担。根据个税申报情

况，纳税人人均享受两项专项附加扣除。”李平分析，个税税前扣除标准的提高，增加了居民可支配

收入，实际上也增强了居民消费能力。

此外，由于个人所得税政策涉及面广、专业性强，各级税务部门还持续加强解读和精准推送工作，

让广大纳税人充分熟悉政策；及时对信息系统进行调整升级，便利纳税人按新政策办理申报扣除；通

过打通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让广大个税纳税人第一时间享受到政策红利。

为“上有老、下有小”的纳税人精准减税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于 2023 年提高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赡养老人 3

项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后，减税效果明显，实现了对“一老一小”群体的精准滴灌。

具体看，扣除标准提高后，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分别由原来每孩每

月 1000 元提高到 2000 元，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由原来每月 2000 元提高到 3000 元。

今年 6 月底，2023 年度个税汇算清缴结束。从税务总局公布的 2023 年度个税汇算数据来看，提

高“一老一小”相关 3项专项附加扣除标准，惠及全国约 6700 万人，减税规模超过 700 亿元，人均享

受减税额超 1000 元。其中，子女教育、赡养老人和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减税分别约 360 亿元、290 亿

元和 50 亿元，给“上有老下有小”的纳税人及时送上了政策红利。

中国目前的个税税前扣除体系，能为“上有老、下有小”的纳税人省下多少钱？不妨算一笔账。

以一位的中等收入纳税人为例：若该纳税人有一个小孩，与配偶分摊享受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

即可扣除 1000 元/月；若该纳税人有一位兄弟姐妹并与其分摊享受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即可再扣

除 1500 元/月，两者合计将扣除 2500 元/月，也就是 3万元/年。如果该纳税人有两孩或该纳税人是独

生子女，那么扣除金额更高。加上 6 万元/年的基本减除费用，再扣除“三险一金”（按年工资收入

10 万元计算，理论上可扣除 1.5 万元左右）等，个人综合所得年收入不超过 10 万元的，基本无需缴

纳个税。

展望未来，包括个人所得税在内的直接税体系不断健全，将推动个税政策红利充分释放、个税制

度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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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提出，“完善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规范经营所得、资本所得、财产所得税收政策，

实行劳动性所得统一征税”；在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方面，也提出“加大个人所得税抵扣力

度”。

对此，李平表示，税务部门将继续配合相关部门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更好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

收入分配作用，更好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有效促进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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