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固体废物环境保护税征缴 

2019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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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一、固体废物环境保护税征缴 
 
二、对危险废物产生企业的影响 
  
三、对危险废物经营企业的影响 
  
四、发言总结 



环境保护税的目的 

保护和 减少污 
改善环 染物排 
境 放 

推进生 

态文明 

建设 

排污费改税 

污染物排放量 

扩大征税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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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物环境保护税 

 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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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税污染物:固体废物 
 贮存或处置固体废物不符合国家和地方环境标准的，应当缴纳

环境保护税 
 不属于直接向环境排放污染物，不缴纳相应的污染物的环境保

护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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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设施、场所贮存或者处置固体废物的 

 暂予免征环境保护税 

–纳税人综合利用固体废物，符合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 
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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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物环境保护税 

税目税 表 

 其他固体废物的具体范围依照环境保护税法第六条第二款 
规定的程序确定，即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提出，  
报同级人大常委会决定，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 
案。 

税目 计税单位 税 

 

 
固体 
废物 

煤矸石 每吨 5元 

尾矿 每吨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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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废物 每吨 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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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物环境保护税 

哪些是应税危险废物？ 
– 是固体废物（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GB-2017） 

– 在危险废物名录2016 

– 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 
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废物 

危险废物来源 
– 工业危险废物 

– 医疗废物 

– 其他危险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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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物环境保护税 

应税固体废物的计税依据 

 按照固体废物排放量（吨）确定 

 固体废物排放量 

=当期固体废物的产生量 

-当期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 

-当期固体废物贮存量 

-当期固体废物处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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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物环境保护税 

应税固体废物的计税依据 

□ 按照固体废物排放量（吨）确定 

 
□ 固体废物排放量=当期固体废物的产生量 

-当期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当期固体废物贮存量 
-当期固体废物处置 量 



现场照片 

问题描述: 废弃的原料桶
和储罐为危险废物,不能违
规露天堆放, 贮存区域未
做成防渗处理和围堰防护,, 
贮存区无危险废物标志,且
无管理台帐。 

改进建议: 废弃的原料
桶和储罐贮存在在室内,
且, 贮存区域须做防渗处
理和围堰防护, 贮存区设
立危险废物标志,且建立
管理台帐。 



现场照片 

问题描述: 老厂区机修间废弃的
原料桶和储罐为危 
险废物,长期违规露天堆放,  贮
存区域未做成防渗 
处理和围堰防护, 贮存区无危险
废物标志,且无管 
理台帐。 

改进建议: 废弃的原料桶和储
罐贮存在室内,且贮存区域须做防
渗处理和围堰防护, 贮存区设立
危险废物标志,且建立管理台帐。 



现场照片 

问题描述: 老厂区阻燃
剂车间的危险废物违规
露天堆放, 储存区域未
做成防渗处理和围堰防
护, 且贮存区无危险废
物标志。 

改进建议:危险废物贮
存在室内,且贮存区域须
做防渗处理和围堰防护, 
贮存区设立危险废物标
志。 



问题描述: 废弃的原料桶
和储罐为危险废物,不能违
规露天堆放, 贮存区域未
做成防渗处理和围堰防护, 
贮存区无危险废物标志,且
无管理台帐。 

改进建议: 废弃的原料桶
和储罐贮存在在室内,且贮
存区域须做防渗处理和围
堰防护, 贮存区设立危险
废物标志,且建立管理台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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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物环境保护税 

 综合利用量 

– 符合国务院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关于资 
源综合利用要求 

– 以及符合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标准的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从事收集、贮存、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单位，必 

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 
取经营许可证； 

–从事利用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单位，必须向国务院环境

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环
境保护行政主部门申请领取经营许可证。 
 
 

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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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物环境保护税 

□ 资源综合利用优惠政策 
– 综合利用资源，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减按90%计入当年收入总 

– 综合利用资源企业所得税目录.docx 

– 综合利用，增值税“即征即退”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 
目录.docx 

• 省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发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经营范 
围包括危险废物的利用。 

• 《废矿物油回收利用污染控制技术规范》（HJ607-2011)增值税优 
惠技术标准 

• 产品原料90%以上来自所列资源 

□ 原则 

– 符合产品质量控制要求 

– 符合环境保护要求，避免二次污染 

– 符合产业政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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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综合利用的资源名 
称 

综合利用产品和 
劳务名称 

技术标准和相关条件 

 

 

2.3 

 

 
建（构）筑废物、 
煤矸石 

 

 
建筑砂石 料 

1.产品原料90%以上来自所列资源； 

2.产品以建（构）筑废物为原料的，符合《混凝土用
再生粗骨料》（GB/T 25177-2010）或《混凝土和砂浆
用再生细骨料》（GB/T 25176-2010）的技术要求：以
煤矸石为原料的，符合《建设用砂》（GB/T 14684-
2011）或《建设用卵石、碎石》（GB/T 14685-2011）

规定的技术要求。 

 
2.4 

 
粉煤灰、煤矸石 

氧化铝、活性硅酸
钙、瓷绝缘子、 煅
烧高岭土 

氧化铝、活性硅酸钙生产原料25%以上来自所列 
资源，瓷绝缘子生产原料中煤矸石所占比重30% 以

上，煅烧高岭土生产原料中煤矸石所占比重 
90%以上。 

 

2.5 

 
煤矸石、煤泥、石 
煤、油母 岩 

 

电力、热力 

1.产品燃料60%以上来自所列资源； 
2.纳税人符合《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23—2011）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 护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力（燃煤发电企业） 行业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规定的技术要求。 

 
2.6 

 

氧化铝赤泥、电石 
渣 

氧化铁、氢氧化钠
溶液、铝 酸钠、
铝酸三钙、脱硫剂 

1.产品原料90%以上来自所列资源； 
2.生产过程中不产生二次废渣。 

 

2.12 
 

废矿物油 
润滑油基础油、 
汽油、柴油等工 
业油料 

1.产品原料90%以上来自所列资源； 

2.纳税人符合《废矿物油回收利用污染控制技术 规
范》（HJ 607-2011）规定的技术要求。 

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
录 



首页 ＞ 工业和信息 化 部门＞ 机构设
笙 

＞ 节能与综合利 用司 ＞ 综合利 用 ＞正 文 

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评价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家工业固体废物资 

源综合利用产品目录公示 

发石盯间： 2018 -04-04 来源：节读生滔每」用司 

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冶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等法律法规，促进工业绿色 

发展，推动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建立科学规范的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评价制度，我部研究起草了«工业 

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评价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和«国家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目录（征求意见 

稿）｀ 现予以公示，公示时间2为018年4月4日至2018年4月13日。 



2018-05-15-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门公告2018年 第26号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保护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实施 
条例》等法律法规，建立科学规范的工业固体废物 
资源综合利用评价制度，推动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 
合利用，促进工业绿色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 
了《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评价管理暂行办法 
和《国家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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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2018年 第26号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 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 
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 
规，建立科学规范的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 
利用评价制度，推动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 
利用，促进工业绿色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
门制定了《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评价
管 理暂行办法》和《国家工业固体废物资
源综 合利用产品目录》 



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评价管理暂行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旨在建立科学规范的工业固体 
废物资源综合利用评价机制，引导企业积极 
主动开展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 
 

第七条 开展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评价 
的企业，可依据评价结果，按照《财政部门
税 务总局 生态环境部关于环境保护税有关 

的通知》和有关规定，申请暂予免征环境保 
护税，以及减免增值税、所得税等相关产业 
扶持优惠政策。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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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2 国家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目录 

工业固体废物
种类 

序号 综合利用产品 综合利用技术条件和要求 

一、煤矸石 

1.1 水泥、水泥熟料 1. 煤矸石综合利用符合《煤矸石综合利用管理办法》（2014 年
修订版）和《煤矸石利用技术导则》（GB/T 29163）的要求； 
2. 产品符合《通用硅酸盐水泥》（GB 175)、《硅酸盐水泥熟料》
（GB/T 21372）等标准； 
3. 产品符合《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 6566）。 

1.2 建筑砂石骨料（含机制砂） 1. 煤矸石综合利用符合《煤矸石综合利用管理办法》（2014 年
修订版）和《煤矸石利用技术导则》（GB/T 29163）的要求； 
2. 产品符合《建设用砂》（GB/T 14684）、《建设用卵石、碎
石》（GB/T 14685）、《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GB/T 
25176）、《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GB/T 25177）等标准； 3. 
产品符合《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 6566）； 
4. 企业建设符合《机制砂石骨料工厂设计规范》（GB 51186）
等要求。 

1.3 砖瓦、砌块、陶粒制品、
板材、管材（管桩）、混
凝土、砂浆、井盖、防火
材料、耐火材料（镁铬砖
除外）、保温材料、微晶
材料、泡沫陶瓷、高岭 

1. 煤矸石综合利用符合《煤矸石综合利用管理办法》（2014 
年修订版）和《煤矸石利用技术导则》（GB/T 29163）的要
求； 

2. 产品符合《烧结普通砖》（GB/T 5101）、《烧结空心砖和
空心砌块》（GB/T 13545）、《烧结保温砖和砌块》（GB 
26538）、《高岭土及其试验方法》（GB/T 14563）等标准； 

3. 产品符合《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 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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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物环境保护税 

□ 固体废物的贮存量、处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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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固体废物数量 

□ 国家和地方污染控制标准 
– 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4- 
– 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8- 
–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 

• 贮存危险废物不得超过一年；确需延长限期，必须报经原批准 
经营许可证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 
规定的 

– 水泥窑协同处置 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 GB30485-2013 
–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 场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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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物环境保护税 

 产生量计算 
– 按照种类，实际计重 

 
 固体废物产生量作为排放量 

• 非法倾倒 

• 虚假纳税申报 

• 产生量核算 ：系数计算/许可证数据（文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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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物环境保护税 

□ 征收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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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环境保护税按月计算，按季申报缴 纳。不能按固定期 计算 
缴 纳的，可以按次申报缴 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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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税务机关 ：纳税申报受理、涉税信息比对、组织税款入库等； 

–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税污染物监测管理，制定和完善污染 
物监测规范 

–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加强 征管过重的领导，及时协调、解 
决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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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物环境保护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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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应当通过涉税信息平台向税务机

关交送：排污单位的基本信息、污染物排放数据、
环境违法和受行政处罚情况、复核意见、商定的其
他信息。 

 税务机关应当通过涉税信息平台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交送纳税人基本信息、纳税申报信息，税款入库、减
免税额、欠缴税款以及风险疑点等信息，涉税违法和
受处罚情况，申报数据异常或者未按照规定期限办理
，商定的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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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物环境保护税 

• 税务机关纳税人识别 
– 相关信息交送环境主管部 

–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发现有误的应当通知税务机关处 

• 纳税人申报污染物排放数据与环保部门交送数据 
不一致时，按照环保部门交送的数据确定计税依 
据 

 



固体废物环境保护税 
纳

税
申

报
异

常
复

核
 与上年比明显偏低；与同类纳税人相比明显偏低 

/不限于 

纳税申报数据资料异常，可以提请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进行复核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十五日内向税务机关出具复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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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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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收入归
属 • 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税收入归属问题的通知国发

〔2017〕56号 
• 为促进各地保护和改善环境、增加环境保护投入，

国务院决定，环境保护税全部作为地方收入。 
 

 自动监测设备的投资予以资金和政策支持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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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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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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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征收排污费 
 



其他 
 
• 海洋工程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排放应税
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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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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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危废产生企业的影响 

企业负担不会增加 

税 率 与 排 污 费 标 准 一 致

1000元/吨 

处置、贮存危险废物的规定一致 

按规定利用、处置不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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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危废产生企业的影响 

危废管理更为规范 

–危险废物利用量、贮存量、处置

量 符合相关要求或者标准 

–委托有经营许可资质的企业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与税务机关协作 

–税务机关利用其他税种资料比对 



二、对危废产生企业的影响 

• 税务与环保部门配合 

违法排放 
处理处罚 

信息 

税务 
机关 

征税 

纳税证 
明材料 

环保 
部门 

处
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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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危废产生企业的影响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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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危废产生企业的影响 

□ 新增危险废物增加污染防治成本 

□ 危险废物名录增加的117种在纳税范围 

□ 黄金渣由25元/吨税率提高的1000元/吨，按照相关要 

求利用、处置和贮存不缴纳税款 

□ 污染防治要求更为严格，利用、处置、贮存成本增加 

□ 危险废物处置费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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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危废产生企业的影响 

□ 危险废物处置费 
– 属经营服务性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 

– 危险废物处置 收费的具体原则和办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价 格主管部门制定 

– 具体收费标准由设区的城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商有关部门制 
定，报城市人民政府批准执行，并报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备案。 

– 收费标准应按照补偿 危险废物处置 成本，合理盈利的原则核定。 

– 危险废物处置 成本主要包括危险废物收 、运输、贮存和处置 
（含处理，下同）过程中发生的运输工具费、材料费、动力 费、 

维修费、设施设备折旧费、人工工资及福利费、保 （环境污染 
责任险、对第三方财产及人身损害 、操作人员工伤事故 ） 



二、对危废产生企业的影
响 

委托处置 处置危废 

危废产生 
单位 

危废处置费 
经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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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危险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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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重点调查危 废物产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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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排污费 

454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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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危险废物经营企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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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危险废物经营企业的影响 

• 有利于废物利用和处置 产业的发展 
–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征求意见稿 

• 从事收 、贮存、处置 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单位，必 向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经营许可证； 

• 从事利用危 险废物经营活动的单位，必 须向国务院 环境保护
行 政主管部 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
政主管部门申请 取经营许可证。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规定。 

• 禁止无经营许可证或者不按照经营许可证规定从事危险废物收
集、贮存、利用、处置的经营活动。 

– 禁止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经营许可证的单位  
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的经营活动 

– 自行利用和处置：证明材料 /经营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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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危险废物经营企业的影响 

□ 发改委、工信部综合利用要求 
□待发布 

□ 符合环境保护标准 

– 危险废物建材利用生产水泥过程及产品的污染控制应满 
足《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的要求。 

– 危险废物制砖瓦、制砌块、制集料、制陶 、制陶粒等
建材利用过程的污染控制可参照《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
废物污染控制标准》执行 

 

□ 排放应税污染物的，应缴 纳环境保护税 



44 

四、发言总结 

 环境保护税有利于保护和改善环
境 
 底数不清 

 环境保护税不增加产废企业负担 
 本应承担的环境成本 

 有利于危险废物经营企业的发展 
 市场前景较好 

 临挑战 

 进一步完善配套措施 
 综合利用要求/标准 

 排放量核算方法 

 具体操作事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