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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實施環境保護稅法對於台商的影響 

新興市場／兩岸中心  林雅鈴副研究員 

中國大陸於今年 1月 1日開始正式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稅法》及

《環境保護稅法實施條例》。根據該法規定，中國政府即日起徵收環境保護稅，

主要徵收對象包括大氣污染物、水污染物、固體廢物和噪音 4大類，原中國國務

院公布的《排污費徵收使用管理條例》正式廢止，不再徵收排汙費。這是中國大

陸在施行多年的排汙費徵收制度後的第一部「綠色稅制」，顯示中國政府環保政

策的變遷，以及對於環境汙染問題的重視。然而，此項法規實行後，也勢必會對

企業經營帶來影響，已經引起臺商高度關注。 

中國大陸早期以經濟發展為優先目標，追求經濟成長率而忽視對生態環境的

保護，致使環境問題嚴重，包括空氣汙染、水資源汙染、土地沙漠化、垃圾處理

問題等等。例如近幾年受到沙塵暴及其他汙染物的影響，中國大陸各城市空污霾

害問題十分嚴重，甚至有些城市的空氣品質指標（AQI）出現 999的驚人數值。

美國芝加哥大學一項研究指出，因為霧霾等空氣污染問題，中國淮河以北地區的

民眾平均壽命比南方人減少 3.1年，哈爾濱等東北重工業城市的居民平均壽命更

是減少 6.9年。再以水資源為例，中國水利部於 2013年即發布報告指出，在中

國人口密集的平原地區，有超過 80%的地下水遭到工業與農業排出的地表水嚴重

汙染，導致這些井水無法作為飲用水與生活用水。 

面對嚴峻的環保問題，中國政府近期已陸續開展措施進行治理。中共「十九

大」政治報告明確提出，未來中國將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

革，經濟工作重點將轉向高質量發展，不再盲目追求 GDP成長數字。2017年 12

月中旬在北京舉行的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不僅首次把「生態文明」列為八項

重點工作之一，作為回應「十九大」政治報告所提出的「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

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亦把污染

防治作為今年中國經濟工作三大攻堅戰之一，指出要大幅減少主要污染物排放，

生態環境質量總體改善，打贏藍天保衛戰，優化產業結構，淘汰落後產能，調整

能源結構。至於今年上路的環境保護稅法，則是體現中國政府強化環保監管的具

體作法。 

根據環境保護稅法，在中國領域和管轄的其他海域，直接向環境排放應稅污

染物的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生產經營者，為環境保護稅的納稅人。其中，大氣污

染物每汙染當量 1.2元至 12元人民幣；水污染物每汙染當量 1.4元至 14元人民

幣；固體廢物按不同種類每噸 5元至 1,000元人民幣不等，危險廢物為每噸 1,000

元人民幣；工業噪音按超標分貝數，每月繳納 350元至 11,200元人民幣。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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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徵收的排汙費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依照 1：9分成，新開徵的環境保護稅則

全部作為地方政府收入，中央將不再參與分成。此外，應稅大氣汙染物和水汙染

物的具體適用稅額，將由各省、市、自治區統籌考慮本地區環境承載能力、汙染

物排放現狀和經濟社會生態發展目標要求，在前述規定稅額幅度內調整決定。 

目前中國大陸已經有多個省、市、自治區相繼通過本地環境保護稅方案。包

括北京、天津、山東、河北等京津冀周邊省份，都紛紛對大氣汙染物和水污染物

採計較高的適用稅額。例如北京市的大氣汙染物和水污染物適用稅額，均按環境

保護法規定的稅額最高上限施行。上海、江蘇、河南、四川、重慶等省市制定的

稅額，則落在中央規定幅度的中間值。例如上海市目前訂定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的適用稅額，分別為每汙染當量 6.65-7.6元人民幣，但 2019年將再上調。其餘

省市包括浙江、廣東、湖北、湖南、福建等則多是採取接近最低稅額。 

對於企業而言，過去施行的排汙費徵收制度，環保費用占企業繳納稅費的比

重並不高，對企業經營成本影響不大。但中國政府開徵環境保護稅之後，不論稅

額高低，皆會對企業營運帶來衝擊。特別是對於臺商，面臨的第一個衝擊即是生

產成本的增加。由於在中國大陸的臺商多以從事製造業為主，部分企業對環保的

要求並不高，加上過去中國政府以追求經濟成長為優先考量，並未嚴格執行各項

環保標準。因此，環境保護稅開徵後，臺商因要更新廠房設備以改善工廠粉塵、

排氣、排水等以符合規定，經營成本勢必會大幅提升，尤其對於中小規模的臺商

企業而言，負擔將會加重。 

其次，在中國政府接連宣示環境治理的決心後，各地方政府也開始加強環保

稽查力度以符合中央要求。例如在去年底，江蘇省昆山市政府為保證該市河流的

國省考斷面水質達到國家下達的年度考核要求，曾一度發文要求吳淞江沿岸三個

斷面所屬流域的 270家工廠，自 2017年 12月 25日起至 2018年 1月 10日全面

停產。雖然後來因為當地廠商強烈反彈而未實施，但當地政府亦強調，未來將加

強對相關排污企業的監測、嚴格要求企業落實環保責任。隨著環境保護稅法的實

施，地方政府在環境保護稅擁有更大的裁量權，例如已有在昆山設廠的臺商企業

被要求在工廠內加裝「監控設備」，臺商除了配合之外，亦只能投入更多資金改

善設備以符合法規要求。 

面對中國政府開徵環境保護稅，以及愈來愈嚴格的環保規定，雖然對於臺商

經營帶來衝擊，但這是屬於整體產業環境的改變，如今環保已經是許多國家批准

企業設廠的基本要求，很難像數十年前一樣，找到低生產成本、只追求經濟發展

不重視環保的地方。因此，臺商企業應儘早進行轉型升級，提升產品附加價值，

或是進行原料創新，使用綠色環保材料。例如傳統勞力密集型產業，可以藉由導

入智能設備自動化生產，追求更佳生產品質與嚴格管控製造成本的目標，提升整

體生產效率。再者，隨著環保意識抬頭，新世代消費群體重視品牌與品質，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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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標榜企業負擔社會責任，打造符合品牌的綠色價值，以提升產品口碑及民眾接

受度。 

另一方面，中國大陸環境保護稅法實施，以及日益嚴格的環保規定，同時也

創造出龐大的環保商機，臺商企業也應儘快布局相關產業，包括新能源、節能減

排、高端製造業等。例如，在浙江一帶從事環保業務的臺商企業，近期就已接獲

許多相關業務詢問。其次，臺灣環保制度已經施行多年，資源回收、廢水處理等

產業蓬勃發展，可以藉此機會搶進中國污染防治工作所帶來的項目商機。浙江台

衛環境科技有限公司即是由臺灣專長處理有害廢棄物、電子廢棄物、汞汙染的企

業共同投資，主要業務包括土壤及底泥採樣調查、土壤和地下水監測及汙染改善

修復等，已在中國浙江、天津等地開展業務。又如山林水公司也與中國北控水務

集團合作，進軍中國水汙染處理、土壤污染防治與復育市場。 

此外，面對中國政府目前實施的各項環保措施，中國各地的臺商協會等組

織，應代表臺商與當地地方政府溝通協商，給予臺商企業緩衝期，畢竟廠商進行

設備升級並非一時之間就能完成，又需投入高額資金，若是直接勒令未能達標企

業立刻停工停產，或是開處罰單，將給臺商帶來莫大損失。 

整體而言，隨著中國大陸環保意識抬頭，中國政府或將透過環境保護稅法的

出台，形成稅收約束機制，抑制高汙染、高耗能產業和企業發展。臺商若要繼續

在中國大陸市場發展，勢必要更加重視環境保護與考量環保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