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资源税法 

三、计税依据 

（一）从价定率征收的计税依据 

1.销售额的确定 

计税依据包含的因素 计税依据不包含的因素 

纳税人销售应税产品向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 （1）符合条件的运杂费 

（2）增值税销项税额 

【提示 1】运杂费用的扣减：计入销售额中的相关运杂费用，凡取得增值税发票或者其他合法有效凭据的，

准予从销售额中扣除。相关运杂费用是指应税产品从坑口或者洗选（加工）地到车站、码头或者购买方指定

地点的运输费用、建设基金以及随运销产生的装卸、仓储、港杂费用。 

【提示 2】纳税人申报的应税产品销售额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的，或者有自用应税产品行为而无销售额

的，主管税务机关可以按下列方法和顺序确定其应税产品销售额： 

（1）按纳税人最近时期同类产品的平均销售价格确定； 

（2）按其他纳税人最近时期同类产品的平均销售价格确定； 

（3）按后续加工非应税产品销售价格，减去后续加工环节的成本利润后确定； 

（4）按应税产品组成计税价格确定； 

组成计税价格=成本×（1+成本利润率）÷（1-资源税税率） 

【注意】资源税属于价内税，组价原理同消费税。 

（5）按其他合理方法确定。 

 

【例题 1】假设某铜矿开采企业 2023 年 9 月开采并销售铜矿原矿，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金额 400 万

元、税额 52 万元，销售铜矿选矿取得不含增值税销售额 2500 万元。当地省人民政府规定，铜矿原矿资源税

税率为 4%，铜矿选矿资源税税率为 8%。请计算该企业 2023 年 9 月缴纳的资源税税额。 

该铜矿企业应缴纳资源税=销售额×适用税率 

=400×4%+2500×8%=216（万元） 

 

【例题 2】某石化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3 年 5 月发生以下业务：  

（1）从国外某石油公司进口原油 50000 吨，支付不含税价款折合人民币 9000 万元，其中包含包装费及保险

费折合人民币 10 万元。  

答案：资源税仅对在中国领域及管辖的其他海域开发应税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征收，此业务中该石化公司进口

原油无需缴纳资源税。  

（2）开采原油 10000 吨，并将开采的原油对外销售 6000 吨，取得不含税销售额 2340 万元，另外支付运输

费用 7.02 万元。 （原油的资源税税率为 6%）  

答案：应缴纳的资源税＝2340×6%＝140.4（万元）  

（3）用开采的原油 2000 吨加工生产汽油 1300 吨。  

答案：应缴纳的资源税＝（2340÷6000）×2000×6%＝46.8（万元）  

该石化公司当月应纳资源税＝140.4＋46.8＝187.2（万元） 

 

（二）销售量的确定 

具体情况 课税数量的确定 

开采或者生产应税产品的 以实际销售数量为课税数量 

自用于应当缴纳资源税情形 以应税产品数量为课税数量 

水资源税 一般取用水 实际取用水量 

水力发电和火力发电贯流式冷却取用水 实际发电量 

 

【例题·单选题】某砂石厂 2023 年 12 月开采砂石 5000立方米，对外销售 4000立方米，当地砂石资源税税

率为 3元/立方米，则该厂当月应纳资源税（    ）万元。 

A.1.5 



B.1.2 

C.0.6 

D.0.3 

答案：B 

解析：该厂应纳资源税=4000×3÷10000=1.2（万元）。 

 

（三）销售额的扣减 

【原理】资源税是一次课征 

纳税人外购应税产品与自采应税产品混合销售或者混合加工为应税产品销售的，在计算应税产品销售额或者

销售数量时，准予扣减外购应税产品的购进金额或者购进数量；当期不足扣减的，可结转下期扣减。纳税人

应当准确核算外购应税产品的购进金额或者购进数量，未准确核算的，一并计算缴纳资源税。 

1.纳税人以外购原矿与自采原矿混合为原矿销售，或者以外购选矿产品与自产选矿产品混合为选矿产品销售

的，在计算应税产品销售额或销售数量时， 直接扣减外购原矿或外购选矿产品的购进金额或者购进数量。  

【提示】准确核算外购应税产品的购进金额（数量），依据外购应税产品的合法有效凭据。  

应纳资源税 ＝（混合原或选矿销售额-外购原或选矿销售额）×原或选矿税率 

 

【例题】A矿业公司 2023 年 1 月 8日购入 150 万元（不含增值税，下同）的铁原矿（已取得增值税专用发

票），与自采的铁原矿混合进行销售，销售额为 480 万元。已知当地铁原矿税率为 4%。 

答案： A矿业公司在计算应税产品销售额时，准予扣减外购铁原矿购进金额 150 万元。 

应纳资源税税额=（铁原矿销售金额-准予扣减的外购铁原矿购进金额）×税率=（480-150）×4%=13.2（万

元）。 

2.纳税人以外购原矿与自采原矿混合洗选加工为选矿产品销售的，在计算应税产品销售额或者销售数量时，

按照下列方法进行扣减： 

准予扣减的外购应税产品购进金额（数量）＝外购原矿购进金额（数量）×（本地区原矿适用税率÷本地区

选矿产品适用税率） 

应纳资源税＝（混合选矿销售额-外购原矿销售额×原矿税率÷选矿税率）×选矿税率 

 

【例题】A矿业公司 2023 年 1 月 8日购入 150 万元（不含增值税，下同）的铁原矿（已取得增值税专用发

票），与自采的铁原矿混合洗选加工为铁选矿进行销售，销售额为 520 万元。已知当地铁原矿税率为 4%，铁

选矿税率为 2%。 

答案：A矿业公司在计算应税产品销售额时，准予扣减的外购铁选矿购进金额=150×（4%÷2%）=300（万

元） 

应纳资源税税额=（铁选矿销售金额-准予扣减的外购铁选矿购进金额）×税率=（520-300）×2%=4.4（万

元）。 

 

四、应纳税额的计算：两种计税方法 

1.从价定率应纳税额的计算 

应纳税额 =销售额×适用税率 

2.从量定额应纳税额的计算 

应纳税额 =课税数量×适用的单位税额 

 

【例题•单选题】某天然气田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3 年 5 月销售自采天然气 600 万立方米，取得含

税收入 392.4 万元，将 50 万立方米天然气换取一套检测设备，资源税税率 6%。该天然气田企业当月应缴纳

资源税（     ）万元。 

A.25.51  

B.23.54 

C.23.40 

D.21.60 



答案：C 

解析：从价定率计算资源税的销售额为纳税人销售应税产品向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不包括增值税税额。

该天然气田企业当月应纳资源税=392.4 ÷（1+9%）÷600×（600+50）×6%=23.40（万元）。 

 

五、减征、免征项目 

免税 1.开采原油以及在油田范围内运输原油过程中用于加热的原油、天然气 

2.煤炭开采企业因安全生产需要抽采的煤成（层）气 

3.规定限额内的农业生产取用水，免征水资源税 

4.取用污水处理再生水，免征水资源税 

5.除接入城镇公共供水管网以外，军队、武警部队通过其他方式取用水的，免征水资

源税 

6.抽水蓄能发电取用水，免征水资源税 

7.采油排水经分离净化后在封闭管道回注的，免征水资源税 

酌情减免（权限

省级人民政府） 

1.纳税人开采或者生产应税产品过程中，因意外事故或者自然灾害等原因遭受重大损

失的 

2.纳税人开采共伴生矿、低品位矿、尾矿 

有减征比例 1.从低丰度油气田开采的原油、天然气减征 20%资源税 

2.高含硫天然气、三次采油和从深水油气田开采的原油、天然气，减征 30%资源税 

3.稠油、高凝油减征 40%资源税 

4.从衰竭期矿山开采的矿产品，减征 30%资源税 

其他减税、免税 1.对青藏铁路公司及其所属单位运营期间自采自用的砂、石等材料免征资源税。 

2.在 2027年 12 月 31日之前，继续对页岩气资源税按 6%的规定税率减征 30% 

3.自 2023 年 1 月 1日至 2027年 12 月 31日，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减半征收资源税（不含水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

地使用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

加。 

4.在 2027年 12 月 31日之前，对充填开采置换出来的煤炭，资源税减征 50% 

 

【例题·单选题】某原油开采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3 年 3 月开采原油 10 万吨，当月销售 6万吨，

取得不含税收入 24 000 万元，3万吨用于继续加工为成品油，1万吨用于加热。该企业当月应纳资源税

（    ）万元。（原油资源税税率为 6%） 

A.1 440            

B.2 400 

C.2 160            

D.1 000 

答案：C 

解析： 

（1）自产资源税应税产品原油用于连续加工非应税的成品油，在移送环节视同销售缴纳资源税； 

（2）用于加热的原油，免征资源税； 

（3）应纳的资源税=24 000/6×（6+3）×6% 

                         = 2 160（万元）。 

 

【例题·单选题】下列各项关于资源税减免税规定的表述中，错误的是（    ）。 

A.对出口的应税产品免征资源税 

B.对进口的应税产品不征收资源税 

C.开采原油过程中用于加热的原油免征资源税 

D.开采应税产品过程中因自然灾害有重大损失的可由省级政府减征资源税 

答案：A  



解析：纳税人开采或生产应税产品过程中，因意外事故或自然灾害等原因遭受重大损失的，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酌情决定减税或者免税，所以 D是正确的。 

 

六、征收管理 

（一）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提示】资源税的纳税期限与增值税、消费税基本相同。  

1.纳税人自产自用应税产品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移送使用应税产品的当天。 

2.★水资源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取用水资源的当日。 

（二）纳税期限 

1.资源税按月或者按季申报纳税；不能固定期限计算缴纳的，可以按次申报缴纳。 

2.纳税人按月或者按季申报缴纳的，应当自月度或者季度终了之日起 15日内，向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并

缴纳税款。 

3.纳税人应当自纳税期满或者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 15日内申报纳税。（水资源税） 

【提示】除农业生产用水外水资源税按季或者按月征收，由主管税务机关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对超过规定限

额的农业生产取用水水资源税可按年征收。不能按固定期限计算纳税的，可以按次申报纳税。 

（三）纳税地点 

情形 纳税地点 

（1）一般情况 纳税人应当在矿产品的开采地或者海盐的生产地缴纳资源税 

（2）水资源税 由生产经营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征收管理，跨省（区、市）调度的水资源，由调入

区域所在地的税务机关征收水资源税。在试点省份内取用水，其纳税地点需要调整

的，由省级财政、税务部门决定 

（四）征收机关（了解） 

（五）纳税申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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