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节  行为、目的税制 

 

【知识点】烟叶税 

项目 内容 

纳税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的规定收购烟叶的单位 

征税范围 烟叶，包括晾晒烟叶、烤烟叶 

税率 20% 

应纳税额的计算 
应纳税额=（收购价款+价外补贴）×20%=收购价款×（1+10%）×20% 

注：价外补贴统一为烟叶收购价款的 10% 

征收管理 

纳税人应当向烟叶收购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购烟叶的当

天。 

按月计征，纳税人应当于纳税义务发生月终了之日起 15 日内申报并缴纳税款。 

 

【知识点】车辆购置税 

一、车辆购置税的概述 

1.概念：车辆购置税是以在中国境内购置的汽车、有轨电车、汽车挂车、排放量超过 150 毫升的摩托车为课税

对象、在特定的环节向车辆购置者征收的一种税。 

2.特点 

（1）征收范围有限。（特种财产税） 

（2）征收环节单一。（消费领域、一次性征收） 

（3）征税目的特定。（中央税） 

（4）采取价外征收。（计税价格不含车辆购置税） 

 

二、车辆购置税的纳税人 

纳税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购置汽车、有轨电车、汽车挂车、排气量超过 150 毫升摩托车的单位和个人。 

单位是指企业、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军事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单位。 

个人是指个体工商户和自然人。 

购置已征车辆购置税的车辆，不再征收车辆购置税。 

 

三、车辆购置税的征税对象 

包括：汽车、有轨电车、汽车挂车、排气量超过 150 毫升的摩托车。 

【注意】地铁、轻轨等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装载机、平地机、挖掘机、推土机等轮式专用机械车，以及起重机

（吊车）、叉车、电动摩托车，不属于应税车辆。 

 

四、车辆购置税的征税范围 

1.购买自用。包括购买国产应税车辆、进口应税车辆。 

2.进口自用。指直接（或委托代理）进口自用应税车辆的行为。 

3.受赠使用。 

4.自产自用。 

5.获奖自用。 

6.其他自用行为。如拍卖、抵债、走私、罚没等方式取得并自用的应税车辆。 

 

五、税率与计税依据 

1.税率——10%（记） 



2.计税依据一计税价格 

（1）购买自用应税车辆计税价格，为纳税人实际支付给销售者的全部价款，不包含增值税税款。 

（2）进口自用应税车辆——组成计税价格 

组成计税价格=关税完税价格+关税（+消费税） 

 

【例题】宋某 2022 年 5 月从某汽车有限公司购买一辆小汽车供自己使用，支付了含增值税税款在内的款项

232780 元，所支付的款项由该汽车有限公司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请计算宋某应纳车辆购置税。 

答案： 

（1）计税依据=232 780÷（1+13%）=206 000（元） 

（2）应纳税额=206 000×10%=20600（元） 

 

【例题】某外贸进出口公司 2021 年 6 月从国外进口 10 辆某公司生产的某型号小轿车。该公司报关进口这批

小轿车时，经报关地海关对有关报关资料的审查，确定关税完税价格为每辆 185000 元人民币，海关按关税政

策规定每辆征收了关税 46200 元，并按消费税、增值税有关规定分别代征了每辆小轿车的进口消费税 40800

元和增值税 35360 元。由于联系业务需要，该公司将一辆小轿车留在本单位使用。根据以上资料，计算应纳

车辆购置税。 

答案： 

（1）计税依据=185000+46200+40800=272000（元） 

（2）应纳税额=272000x10%=27200（元） 

 

（3）纳税人自产自用应税车辆计税价格——按照纳税人生产的同类应税车辆的销售价格确定，不包括增值税

税款；没有同类应税车辆销售价格的，按照组价确定。 

组成计税价格=成本×（1+成本利润率） 

【提示】属于应征消费税的应税车辆，其组成计税价格中应加计消费税税额。 

（4）受赠、获奖或者其他方式取得自用应税车辆 

计税价格按照购置应税车辆时相关凭证载明的价格确定，不包括增值税税款。 

 

六、车辆购置税的税额计算 

1.购置行为应纳税额=计税依据×10% 

2.车辆购置税退税制度 

已征车辆购置税的车辆退回生产企业或者销售企业的，纳税人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车辆购置税。 

应退税额=已纳税额×（1-使用年限×10%） 

应退税额不得为负。 

自缴纳税款之日至申请退税之日，每满一年扣减 10%。 

 

3.减免税条件消失车辆应纳税额： 

（1）发生转让行为的，受让人为车辆购置税纳税人；未发生转让行为的，车辆所有人为车辆购置税纳税人。 

（2）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车辆转让或用途改变发生之日。 

（3）应纳税额计算公式如下： 

应纳税额=初次办理纳税申报时确定的计税价格×（1-使用年限×10%）×10%-已纳税额 

使用年限取整计算，不满一年的不计算在内。 

 

七、车辆购置税税收优惠 

（1）外国驻华使馆、领事馆和国际组织驻华机构及其有关人员自用车辆免税。 

（2）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列入装备订货计划的车辆免税。 

（3）悬挂应急救援专用号牌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车辆免税。 

（4）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免税。 

（5）城市公交企业购置的公共汽电车辆免税。 



购置日期在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内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2023 新增】 

 

八、征收管理 

1.纳税申报一车一申报，使用环节一次性征收。购置已征车辆购置税的车辆，不再征收车辆购置税。 

2.纳税环节——车辆的最终消费环节。具体而言，纳税人应当在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车辆注册登记前，

缴纳车辆购置税。 

3.纳税地点 

（1）需要办理车辆登记注册手续的纳税人，向车辆登记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3.纳税地点 

（2）不需要办理车辆登记注册手续的纳税人： 

① 单位纳税人向其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② 个人纳税人向其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4.纳税期限 

（1）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纳税人购置应税车辆的当日。 

（2）申报缴纳：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 60 日内。 

 

【知识点】船舶吨税 

一、船舶吨税的概述 

船舶吨税是海关对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港口进入境内港口的船舶所征收的一种税。 

特点： 

1.船舶吨税主要是对进出中国港口的国际航行船舶征收。 

2.以船舶的净吨位为计税依据，实行从量定额征收。 

3.对不同的船舶分别适用普通税率或优惠税率。 

4.所征税款主要用于港口建设维护及海上干线公用航标的建设维护。 

 

一、船舶吨税的概述 

项目 内容 

纳税人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港口进入境内港口的船舶的负责人 

征税范围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港口进入境内港口的船舶 

税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应税船舶，船籍国（地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含有相互给予船

舶税费最惠国待遇条款的条约或者协定的应税船舶，适用优惠税率；其他应税船舶，适用

普通税率； 

应纳 

税额 

吨税按照船舶净吨位和吨税执照期限征收； 

应纳税额＝船舶净吨位×适用的定额税率（元） 

 

 

 

 

 

 

 

 

 

 



税目 

（按船舶净吨位划

分） 

税率（元/净吨） 

备注 普通税率 优惠税率 

1 年 90 日 30 日 1 年 90 日 30 日 

不超过 2000 12.6 4.2 2.1 9.0 3.0 1.5 1.拖船按照发动机功率每千瓦

折合净吨位 0.67 吨。 

2.无法提供净吨位证明文件的

游艇，按照发动机功率每千瓦

折合净吨位 0.05 吨。 

3.拖船和非机动驳船分别按相

同净吨位船舶税率的 50%计征

税款。 

超过 2000，但不超

过 10000 
24.0 8.0 4.0 17.4 5.8 2.9 

超过 10000，但不

超过 50000 
27.6 9.2 4.6 19.8 6.6 3.3 

超过 50000 31.8 10.6 5.3 22.8 7.6 3.8 

 

【例题】2022 年 6 月 20 日，A 国某运输公司一艘货轮驶入我国某港口，该货轮净吨位为 40000 吨，货轮负责

人已向我国该海关领取了《吨税执照》，在港口停留期限为 30 天，A 国已与我国签订有相互给予船舶税费最

惠国待遇条款。请计算该货轮负责人应向我国海关缴纳的船舶吨税。 

答案： 

（1）根据船舶吨税的相关规定，该货轮应享受优惠税率，每净吨位为 3.3 元。 

（2）应缴纳船舶吨税=40000×3.3=132000（元） 

 

二、税收优惠 

1.直接优惠 

下列船舶免征吨税： 

（1）应纳税额在人民币 50 元以下的船舶； 

（2）自境外以购买、受赠、继承等方式取得船舶所有权的初次进口到港的空载船舶； 

（3）吨税执照期满后 24 小时内不上下客货的船舶； 

（4）非机动船舶（不包括非机动驳船），是指自身没有动力装置，依靠外力驱动的船舶； 

（5）捕捞、养殖渔船； 

 

（6）避难、防疫隔离、修理、终止运营或者拆解，并不上下客货的船舶； 

（7）军队、武装警察部队专用或者征用的船舶； 

（8）警用船舶； 

（9）依照法律规定应当予以免税的外国驻华使领馆、国际组织驻华代表机构及其有关人员的船舶； 

（10）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船舶。 

 

2.延期优惠 

在《吨税执照》期限内，应税船舶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海关按照实际发生的天数批注延长吨税执照期限： 

（1）避难、防疫隔离、修理，并不上下客货； 

（2）军队、武装警察部队征用。 

 

【知识点】环境保护税 

一、纳税人与征税范围 

项目 内容 

纳税义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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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直接排放  应税污染物 

 

征税范围 

应税污染物，包括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固体废物和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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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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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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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达到省级人民政府确定的规模标准并且有污染物排放口的畜禽养殖场，应当依法缴纳环境保护税，但依法

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进行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不属于直接向环境排放污染物，不缴纳环境保护税 

 

二、税目、税额及应纳税额的计算 

税目 计税依据 税率 应纳税额的计算 

大气污染物 
污染物排放

量折合的污

染当量数 

大气污染物 1.2 元到 12 元。 

水污染物 1.4 元到 14 元 

应纳税额=污染当量数×适用

税额 

污染当量数＝该污染物的排放

量÷该污染物的污染当量值  
水污染物 

固体废物 
固体废物的

排放量（吨） 

定额税率：危险废物每吨 1000

元，煤矸石每吨 5 元，尾矿每

吨 15 元，冶炼渣、粉煤灰等其

他固体废物每吨 25 元 

应纳税额=固体废物排放量*× 

适用税额 

噪声 
工业 

噪声 

超标的分贝

（月） 
按照超标分贝数分为六档税额 

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分贝数对

应的具体适用税额 

 

【提示】固体废物的计税依据是排放量  

固体废物的排放量=当期固体废物的产生量-当期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量-当期固体废物的贮存量-当期固体废

物的处置量 

【例题】某企业 2022 年 3 月产生尾矿 1000 吨，其中综合利用的尾矿 300 吨（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在符合国

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标准的设施贮存 300 吨。 

要求：计算该企业当月尾矿应缴纳的环境保护税（当地定额环保税 15 元/吨）。 

答案：应纳税额=（1000-300-300）×15=6000（元） 

 

【例题】甲化工厂是环境保护税纳税人，该厂仅有 1 个污水排放口且直接向河流排放污水，已安装使用符合

国家规定和监测规范的污染物自动监测设备。检测数据显示，该排放口 2021 年 2 月共排放污水 6 万吨（折合

6 万立方米），应税污染物为六价铬，浓度为 0.5 毫克/升。 

要求：计算该化工厂 2 月份应缴纳的环境保护税（该厂所在省的水污染物税率为 2.8 元/污染当量，六价铬的

污染当量值为 0.02/千克）。 

 

答案： 

（1）计算污染当量数：六价铬污染当量数=排放总量×浓度值÷当量值=60 000 000×0.5 毫克/升÷1 000 000÷  

0.02/千克=1500 

（2）应纳税额=1 500×2.8=4 200（元）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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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方法和计算顺序：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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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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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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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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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方法和计算顺序： 

4.不能按照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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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税收优惠 

1.暂免征税项目： 

（1）农业生产（不包括规模化养殖）排放应税污染物的。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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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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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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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国务院批准免税的其他情形。 

 

五、税收优惠 

2.减征税额项目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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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的，减按

75%征收环境保护税。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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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的，减按

50%征收环境保护税。 

 

六、征收管理 

1.纳税时间 

（1）环境保护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纳税人排放应税污染物的当日。 

（2）纳税期限： 

① 按月计算、按季申报缴纳：季度终了之日起 15 且内缴纳税款。 

② 不能按固定期限计算缴纳的，可以按次申报缴纳；自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 15 日内缴纳税款。 

 

2.纳税地点——应税污染排放地，具体是： 

（1）应税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的纳税地点——排放口所在地； 

（2）应税固体废物、应税噪声的纳税地点——废物、噪声产生地。 

 

3.纳税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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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税人按季申报缴纳的，应当自季度终了之日起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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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内，向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并缴纳税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