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章  资源税法和环境保护税法 

小税种中的较重要章，本年度预计分值 5分以上，其中资源税可与增值税结合考核主观题。 

 

考点 1：纳税义务人 

【例题·单选题】下列企业既是增值税纳税人又是资源税纳税人的是（    ）。 

A.在境内销售非金属矿的贸易公司 

B.进口原煤的商贸企业 

C.在境内开采原油并销售的企业 

D.在境外开采金属矿原矿并进口到国内的企业 

答案：C 

解析：选项 ABD：缴纳增值税但不缴纳资源税。 

 

考点 2：征税范围 

【例题·多选题】下列各项中，应征收资源税的有（    ）。 

A.进口铁矿石 

B.生产并销售海盐 

C.生产并销售人造石油 

D.开采并销售原煤 

答案：BD 

解析：对进口资源不征收资源税；人造石油不属于资源税的征税范围。 

 

考点 3：计税依据与应纳税额的计算 

【例题·单选题】华北某油田 2024 年 3 月份开采原油 9000 吨，当月销售 8000 吨，取得含增值税销售额

1627.2 万元；用于开采原油过程中加热的原油 500 吨；用于职工食堂和浴室的原油 10 吨；当月与原油同时

开采的天然气 40000 立方米，均已全部销售，取得含增值税销售额 12 万元，已知该油田原油和天然气适用

的资源税税率均为 6%。该油田 3月份应纳资源税税额为（    ）万元。 

A.87.04                 B.87.15 

C.87.17                 D.87.23 

答案：C 

解析：用于加热的原油免税，用于职工食堂和浴室的原油视同销售。天然气适用增值税低税率。 

该油田 3月份应纳资源税 

=1627.2÷8000×（8000+10）/（1+13%）×6%+12/（1+9%）×6%=87.17（万元） 

 

【例题·单选题】甲生产企业 2023 年 3 月 10 日购入锌原矿并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注明的不含税购进

金额为 280 万元，当月甲生产企业将外购锌原矿与自采的锌原矿混合进行销售，取得不含税销售额 800 万

元。已知当地锌原矿税率为 6%，则甲生产企业应纳资源税（    ）万元。 

A.16.8       

B.31.2 

C.64.8       

D.48 

答案：B 

解析：甲生产企业应纳资源税=（800-280）×6%=31.2（万元）。 

 

考点 4：税收优惠 

【例题·多选题】下列关于资源税优惠政策的表述，正确的有（    ）。 

A.开采原油过程中用于加热的原油，免征资源税 

B.从低丰度油气田开采的原油减征 20%资源税 

C.三次采油资源税减征 30% 



D.对实际开采年限在 15 年以上的衰竭期煤矿开采的煤炭，资源税减征 50% 

答案：ABC 

解析：选项 D：从衰竭期矿山开采的矿产品，资源税减征 30%。 

 

【例题·单选题】某石化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1 年 1 月开采原油 5010 吨，对外销售 2000 吨，取

得不含税价款 600 万元，将开采的原油 3000 吨用于加工生产汽油 1950 吨，另将 10 吨原油用于开采过程中

加热使用，原油资源税税率为 6%。该企业当月应缴纳资源税（    ）。 

A.36.00 万元 

B.71.10 万元 

C.90.00 万元 

D.118.00 元 

答案：C 

解析：选项 C，纳税人自用应税产品连续生产非应税产品的，应在移动环节按规定缴纳资源税，计税依据按

照纳税人最近时期同类产品的平均销售价格确定。开采过程中用于加热的原油，免征资源税。故该企业当月

应缴纳资源税=600×6%+3000×（600÷2000）×6%=90（万元）。 

 

考点 5：水资源税 

【例题·多选题】下列各项中，可以依法免缴水资源税的有（    ）。 

A.取用污水处理再生水 

B.抽水蓄能发电取用水 

C.超过规定限额的农业生产取用水 

D.采油排水经分离净化后在封闭管道回注的 

答案：ABD 

解析：超过规定限额的农业生产取用水照章纳税。 

 

考点 6：环境保护税 

【例题·单选题】下列应当缴纳环保税的是（    ）。 

A.向依法设立的污水集中处理场所排放应税污染物的 

B.在符合国家和地方环保标准的设施、场所贮存或者处置固体废物的 

C.依法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进行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 

D.通过暗管、渗井、渗坑排放应税污染物 

答案：D 

解析：通过暗管、渗井、渗坑排放应税污染物，征收环保税。 

 

【例题·单选题】某养殖场养牛存栏量为 500头，污染当量值为 0.1头，已知当地水污染物每污染当量税额

2.8 元，该养殖场应纳的环保税是（    ）元。 

A.1400 

B.14000 

C.12000 

D.1200 

答案：B 

解析：应纳税额=500/0.1×2.8=14000（元）。 

 

【例题·单选题】某企业 2020 年 5 月产生煤矸石 1000 吨，其中综合利用的煤矸石 200 吨，在符合国家环保

标准的设施储存 300 吨，已知煤矸石每吨单位税额 5元，该企业当月煤矸石应缴纳环保税是（    ）元。 

A.5000 

B.4000 

C.3000 



D.2500 

答案：D 

解析：应纳税额=（1000-200-300）×5=2500（元）。 

 

【例题·单选题】某建筑企业只有一个生产场所，只在昼间施工，施工时产生的噪声为 100 分贝，（已知该

功能区昼间噪声排放限值为 90 分贝）当月超标天数为 14 天，该企业当月噪声应缴纳的环境保护税税额是

（    ）元。（已知超标 10~12 分贝的，税额每月 2800 元） 

A.2800 

B.1400 

C.700 

D.2500 

答案：B 

解析：超标分贝数=（100-90）=10（分贝），声源一个月内超标不足 15 天的减半计算应纳税额。 

 

【例题·多选题】下列各项中，免征环保税的有（    ）。 

A.船舶和航空器排放应税污染物 

B.依法设立的城乡污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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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综合利用的固体废物，符合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标准的 

D.排放应税大气污染物且浓度值低于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 30%的 

答案：ABC 

解析：选项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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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环保税。 

 

【例题·多选题】下列关于环保税的征收管理中，说法正确的有（    ）。 

A.环保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排放应税污染物的次日 

B.环保税采取按月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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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按季申报缴纳的，应当自季度终了之日起 15 日内，缴纳税款 

D.大气、水污染物应当在排放口所在地税务机关纳税 

答案：BCD 

解析：选项 A：环保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排放应税污染物的当日。 

 

跨章节知识点 

【例题·计算问答题】位于县城的某内资原煤生产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从事衰竭期煤矿的开采。2023

年 4 月发生以下业务： 

（1）为新建的材料库购买建材和支付建筑劳务费，取得一般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货物不含税金

额 80 万元；支付一般纳税人建筑劳务费，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 80 万元。 

（2）购进低值易耗品，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税额合计为 8万元。 

（3）开采原煤 10 000 吨。对外销售原煤 3 000 吨，每吨不含税单价 500 元，款项全部收到。另支付销售活

动中不含税运费，并取得运输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开具给本原煤生产企业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金

额 4万元。 

（4）为职工宿舍供暖，使用本月开采的原煤 200 吨；另将本月开采的原煤 500 吨无偿赠送给某有长期业务

往来的客户。 

（5）购进生产设备，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税额 8万；将 2019 年 8 月购入的一座材料仓库转让，转

让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专用发票金额 250 万元。 

（6）月末盘点时发现月初购进的低值易耗品的 1/5因管理不善而丢失。 

（说明：相关可抵扣进项税的票据在本月抵扣；增值税月初留抵税额为 0；假设该煤矿所在地原煤的资源税

税率 6%）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按照下列序号计算回答问题，每问需计算出合计数。 



（1）计算该企业当月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合计数。 

（2）计算该企业当月的增值税销项税额合计数。 

（3）计算该企业当月应缴纳的增值税合计金额。 

（4）计算该企业当月应缴纳的资源税。 

（5）计算该企业当月应缴纳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答案： 

（1）计算该企业当月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合计数。 

业务（1）可抵扣进项税=80×13%+80×9%=17.6（万元） 

业务（2）、业务（6）可抵扣进项税=8×4/5=6.4（万元） 

业务（3）可抵扣进项税=4×9%=0.36（万元） 

业务（5）可抵扣进项税=8（万元） 

当月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合计数=17.6+6.4+0.36+8=32.36（万元） 

（2）计算该企业当月的增值税销项税额。 

业务（3）按照合同约定的金额计算销售额和销项税，原煤使用 13%的增值税率。销项税=3 000×500×

13%/10 000=19.5（万元） 

业务（4）属于将自产产品用于职工福利和赠送，应视同销售计算销项税。销项税=（200+500）×500×

13%/10 000=4.55（万元） 

业务（5）销项税=250×9%=22.5（万元） 

销项税额合计=19.5+4.55+22.5=46.55（万元） 

（3）计算该企业当月应缴纳的增值税。 

应纳税额=46.55-32.36=14.19（万元） 

（4）计算该企业当月应缴纳的资源税。 

原煤销售和视同销售原煤应纳资源税=[3 000+（200+500）]×500×6%×（1-30%）÷10 000=7.77（万元） 

衰竭期煤矿开采的煤炭减征 30%。 

（5）计算该企业当月应缴纳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合计税额=14.19×（5%+3%+2%）=1.42（万元）。 

 

第九章  城镇土地使用税法和耕地占用税法 

非重点章，近年分值 3分左右，客观题。 

考点 1：城镇土地使用税的计算 

【例题·单选题】某企业 2023 年度拥有位于市郊的一宗地块，其地上面积为 1万平方米，单独建造的地下

建筑面积为 4千平方米（已取得地下土地使用权证）。该市规定的城镇土地使用税税率为 2元/平方米。则该

企业 2023 年度就此地块应缴纳的城镇土地使用税为（    ）。 

A.0.8 万元                      

B.2 万元         

C.2.8 万元                      

D.2.4 万元 

答案：D 

解析：应纳城镇土地使用税＝1×2＋0.4×2×50%＝2.4（万元）。 

 

考点 2：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税收优惠 

【例题·多选题】下列各项中，属于法定免缴城镇土地使用税的有（    ）。 

A.名胜古迹自用的土地 

B.免税单位无偿使用纳税单位土地 

C.个人所有的居住房屋用地 

D.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学校用地 

答案：ABD 

解析：选项 C，属于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局确定的土地使用税减免优惠的范围。 



 

【例题·单选题】位于市区某企业占地面积 200000平方米，其中幼儿园占地 10000平方米，内部绿化区占

地 40000平方米，厂房占地 140000平方米，已知当地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为 16 元/平方米，则当年该企业

应缴纳的城镇土地使用税为（ ）万元。 

A.16 

B.240 

C.304 

D.320 

答案：C 

解析：企业办的各类学校，托儿所，幼儿园自用的房产、土地， 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该企业当年应缴纳

的城镇土地使用税＝（200000-10000）×16÷10000＝304（万元） 

 

考点 3：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例题·多选题】下列关于城镇土地使用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表述中，正确的有（    ）。 

A.纳税人新征用的非耕地，自批准征用次月起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 

B.纳税人购置新建商品房，自房屋交付使用之次月起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 

C.纳税人新征用的耕地，自批准征用之日起满 6个月时开始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 

D.纳税人出租房产，自合同约定应付租金日期的次月起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 

答案：AB 

解析：选项 C：纳税人新征用的耕地，自批准征用之日起满 1 年时开始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选项 D：纳税

人出租、出借房产，自交付出租、出借房产之次月起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 

 

考点 4：耕地占用税的征收范围 

【例题·多选题】根据耕地占用税有关规定，下列各项土地中属于耕地的有（    ）。 

A.果园 

B.花圃  

C.茶园  

D.菜地 

答案：ABCD 

解析：“耕地”是指种植农业作物的土地，包括菜地、园地。其中，园地包括花圃、苗圃、茶园、果园、桑

园和其他种植经济林木的土地。 

 

考点 5：耕地占用税的税额计算和税收优惠 

【例题·单选题】下列占用耕地的行为中，免征耕地占用税的是（    ）。 

A.停机坪占用耕地 

B.飞机场跑道占用耕地 

C.公路线路占用耕地 

D.军事设施占用耕地 

答案：D 

解析：选项 ABC：减按每平方米 2元的税额征收耕地占用税。 

 

【例题·单选题】某农户 2024 年 2 月经批准占用耕地 1000平方米，900平方米用于种植花卉，剩余 100平

方米用于非搬迁自建住宅，该地区耕地占用税额 25 元/平方米，其应缴纳耕地占用税（  ）元。 

A.1250 

B.12500 

C.2500 

D.25000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耕地占用税应纳税额的计算。 

用于种植花卉的耕地，不缴纳耕地占用税。农村居民在规定用地标准以内占用耕地新建自用住宅，按照当地

适用税额减半征收耕地占用税。应缴纳的耕地占用税=100*25*50%=125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