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７ 章　关税法和船舶吨税法

关税虽然在历年考试中所占分值不多， 但属于税法考试中相对重要的一个税种。 考试中，
除以单选题和多选题形式出题外， 还常与进口环节增值税、 消费税结合在一起在计算题或综合

题中进行考核。 船舶吨税的内容主要是以客观题的形式进行考查。 本章历年考试中平均分值为

３～５ 分左右。

考点 主要考查题型 考频指数 考查角度

关税税率的运用 单选题、 多选题 ★★ 判断不同情形下关税适用的税率是否正确

关税完税价格
单选题、 多选题、

计算题
★★★

（１）直接考查哪些项目计入关税完税价格， 哪些不计入；

（２）给出具体业务及相应金额， 要求计算关税完税价格的金

额， 实质上还是考查哪些项目可以计入完税价格， 哪些项目

不能计入完税价格；

（３）在计算完税价格的基础上进一步考查关税的应纳税额

关税税收优惠 单选题、 多选题 ★★★
（１）分清法定减免、 特定减免和临时减免；

（２）考核减免税的具体规定

船舶吨税 单选题、 多选题 ★

（１）结合税收优惠考查船舶吨税的征税范围；

（２）要求计算船舶吨税的应纳税额；

（３）船舶吨税征收管理的一些规定

对于很多考生而言， 在日常工作、 生活中很少接触关税， 因此会感觉关税比较陌生。 而且

教材中关税的一些规定也相对生涩、 难懂。 所以如何学习关税呢？ 我们的建议：
１ 分清主次。 关税的内容虽然不少， 但考点非常集中， 集中在关税税率的运用、 完税价

格的确定、 税收优惠等内容上， 因此大家学习时， 要注意掌握重点内容， 对于次重点熟悉即

可， 对于考试中很少涉及的内容， 简单一带而过即可。
２ 结合增值税、 消费税的内容进行学习。 关税不仅可能单独出单选题、 多选题等客观题，

还有可能在计算问答题、 综合题中将进口环节的关税、 增值税、 消费税的计算结合起来出题，
需要大家总结这三个税种的内在关联， 一旦关税计算不准确， 会影响到后续增值税、 消费税的

计算。

增加特殊货物的完税价格， 删除关税税率形式、 特别关税和原产地规则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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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法是指国家制定的调整关税征收与

缴纳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

一、关税征税对象与纳税人

扫 我 解 疑 难

关税是海关依法对进出境货物、 物品征

收的一种税。
（一）征税对象★
征税对象： 准许进出境的货物和物品。
【知识点拨 １】 所谓“境”指的是关境， 又

称“海关境域”或“关税领域”， 是国家《海关

法》全 面 实 施 的 领 域。 关 境 与 国 境 有 时 不

一致。
【知识点拨 ２】 海关在征收进口货物、 物

品关税的同时， 还代征进口增值税和消费税。
（二）纳税人★★
关税的纳税人： 进口货物的收货人、 出

口货物的发货人、 进出境物品的所有人（包括

推定为所有人的人）。
一般情况下， 对于携带进境的物品， 推

定其携带人为所有人； 对分离运输的行李，
推定相应的进出境旅客为所有人； 对以邮递

方式进境的物品， 推定其收件人为所有人；
以邮递或其他运输方式出境的物品， 推定其

寄件人或托运人为所有人。

【例题 １·单选题】 下列选项中， 不属于

关税纳税人的是（　 ）。
Ａ． 进口货物的收货人

Ｂ． 出口货物的发货人

Ｃ． 出口货物的代理人

Ｄ． 进出境物品的所有人

解析 进口货物的收货人、 出口货物的

发货人、 进出境物品的所有人， 是关税的纳

税人。 代理人不属于关税纳税人。 答案 Ｃ

二、进出口税则

扫 我 解 疑 难

（一）进出口税则概况

进出口税则是一国政府根据国家关税政

策和经济政策， 通过一定的立法程序制定公

布实施的进出口货物和物品应税的关税税率

表。 进出口税则以税率表（包括税则商品分类

目录和税率栏两大部分）为主体， 通常还包括

实施税则的法令、 使用税则的有关说明和附

录等。 《海关进出口税则》是我国海关凭以征

收关税的法律依据， 也是我国关税政策的具

体体现。
（二）税则归类

税则归类， 就是将每项具体进出口商品

按其特性在税则中找出其最适合的某一个税

号， 以便确定其适用的税率， 计算关税税负。
（三）税率★★
１ 进口关税税率

①进口货物税率形式

目前我国进口税则设有最惠国税率、 协

定税率、 特惠税率、 普通税率、 关税配额税

率共五种税率， 一定时期内可实行暂定税率，
简单了解其适用范围即可。

②进口货物税率适用规则

ａ 暂定税率优先适用于优惠税率或最惠

国税率；
ｂ 按照国家规定实行关税配额管理的进

口货物， 关税配额内的， 适用关税配额税率；
关税配额外的， 按其适用税率的规定执行；

ｃ 按照普通税率征税的进口货物， 不适

用暂定税率； 经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特别

批准， 可以适用最惠国税率；
ｄ 按规定对进口货物采取反倾销、 反补

贴、 保障措施的， 其税率的适用按有关规定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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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９ 日起， 除另有规定外，
我国对准予应税进口的旅客行李物品、 个人

邮寄物品以及其他个人自用物品， 均由海关

按照《进境物品进口税税率表》（见表 ７－１）的
规定， 征收进口关税、 代征进口环节增值税

和消费税等进口税。

表 ７－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物品进口税税率表

税目序号 物品名称 税率（％）

１

书报、 刊物、 教育用影视资料； 计算机、 视频摄录一体机、 数字照相机等信息

技术产品； 食品、 饮料； 金银； 家具； 玩具； 游戏品、 节目或其他娱乐用品和

药品

１３

２
运动用品（不含高尔夫球及球具）、 钓鱼用品； 纺织品及其制成品； 电视摄像机

及其他电器用具； 自行车； 税目 １、 税目 ３ 中未包含的其他商品
２０

３ 烟、 酒； 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 高尔夫球及球具； 高档手表； 化妆品 ５０

注： ①对国家规定减按 ３％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的进口药品， 按照货物税率征税。 ②税目 ３ 所列商品的具体范围与消费

税征收范围一致。

２ 出口关税税率

我国出口税则为一栏税率， 即出口税率。
３ 税率的运用（见表 ７－２）

表 ７－２　 关税税率的运用

情形 关税税率的运用

１ 进出口货物 应适用海关接受该货物申报进口或者出口之日实施的税率

２ 进口货物到达前， 经海关核准先行申报的 应适用装载该货物的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实施的税率

３ 进口转关运输货物 应适用指运地海关接受该货物申报进口之日实施的税率

货物运抵指运地前， 经海关核准先行申报的 应适用装载此货物的运输工具抵达指运地之日实施的税率

４ 出口转关运输货物 应适用启运地海关接受该货物申报出口之日实施的税率

５ 经海关批准， 实行集中申报的进出口货物
应适用每次货物进出口时海关接受该货物申报之日实施的

税率征税

６ 因超过规定期限未申报而由海关依法变卖的货物
其税款计征应适用装载该货物的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实

施的税率

７ 因纳税人违反规定需要追征税款的进出口货物
应适用违反规定的行为发生之日实施的税率； 行为发生之

日不能确定的， 适用海关发现该行为之日实施的税率

８ 已申报进境并放行的保税货物、 减免税货物、 租赁

货物或已申报进出境并放行的暂时进出境货物， 有下

列行为之一需要缴纳税款的：

（１）保税货物经批准不复运出境的；

（２）保税仓储货物转入国内市场销售的；

（３）减免税货物经批准转让或移作他用的；

（４）可暂不缴纳税款的暂时进出境货物， 经批准不复

运出境或进境的；

（５）租赁进口货物， 分期缴纳税款的

适用海关接受纳税人再次填写报关单申报办理纳税及有关

手续之日实施的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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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情形 关税税率的运用

９ 补征和退还进出口货物关税 按前述规定

【例题 ２·多选题】 下列关于关税税率的

表述中， 正确的有（　 ）。
Ａ． 出口转关运输货物， 应适用启运地海

关接受该货物申报出口之日实施的税率

Ｂ． 进出口货物， 应当适用海关接受该货

物申报进口或者出口之日实施的税率

Ｃ． 进口转关运输货物， 应适用指运地海

关接受该货物申报进口之日实施的税率

Ｄ． 进口货物到达前， 经海关核准先行申

报的， 应适用先行申报之日实施的税率

解析 进口货物到达前， 经海关核准先

行申报的， 应适用装载该货物的运输工具申

报进境之日实施的税率， 因此选项 Ｄ 错误。
答案 ＡＢＣ

三、关税完税价格与应纳税额的

计算
扫 我 解 疑 难

（一）进口货物的关税完税价格★★★
１ 一般进口货物的完税价格

进口货物的完税价格包括货物的货价、
货物运抵我国境内输入地点起卸前的运输及

其相关费用、 保险费。
进口货物完税价格 ＝货价＋采购费用（包

括货物运抵我国关境内输入地点起卸前的运

输、 保险及其他相关费用）
确定进口货物完税价格的方法主要两类：

成交价格估价方法和进口货物海关估价方法。
（１）成交价格估价方法

①进口货物成交价格应当符合的条件。
ａ 对买方处置或使用进口货物不予限制，

但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实施的限制、 对货物

销售地域的限制和对货物价格无实质性影响

的限制除外；
ｂ 进口货物的价格不得受到使该货物成

交价格无法确定的条件或因素的影响；
ｃ 卖方不得直接或间接获得因买方销售、

处置或使用进口货物而产生的任何收益， 或

虽有收益但能够按照《完税价格法》的规定做

出调整；
ｄ 买卖双方之间没有特殊关系， 或虽然

有特殊关系但是按照规定未对成交价格产生

影响。
②成交价格估价方法下完税价格的调整

项目如表 ７－３ 所示。

表 ７－３　 成交价格估价方法下完税价格的调整项目

需要计入完税价格的项目 不需要计入完税价格的项目

如下列费用或者价值未包括在进口货物价格中， 应当计

入完税价格：

①由买方负担的除购货佣金以外的佣金和经纪费；

【知识点拨】 “购货佣金”指买方为购买进口货物向自己

的采购代理人支付的劳务费用； “经纪费”指买方为购买

进口货物向代表买卖双方利益的经纪人支付的劳务费用。

购货佣金不计入完税价格。

②由买方负担的与该货物视为一体的容器费用；

③由买方负担的包装材料和包装劳务费用

下列费用， 如能与该货物实付或者应付价格区分， 不得

计入完税价格：

①厂房、 机械或者设备等货物进口后发生的建设、 安装、

装配、 维修或者技术援助费用， 但是保修费用除外；

②进口货物运抵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输入地点起卸后发

生的运输及其相关费用、 保险费；

③进口关税、 进口环节海关代征税及其他国内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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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需要计入完税价格的项目 不需要计入完税价格的项目

④与该货物的生产和向境内销售有关的， 由买方以免费

或以低于成本的方式提供并可按适当比例分摊的料件、

工具、 模具、 消耗材料及类似货物的价款， 以及在境外

开发、 设计等相关服务的费用；

⑤与该货物有关并作为卖方向我国销售该货物的一项条

件， 应当由买方直接或间接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

⑥卖方直接或间接从买方对该货物进口后转售、 处置或

使用所得中获得的收益

④为在境内复制进口货物而支付的费用；

⑤境内外技术培训及境外考察费用；

⑥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利息费用：

ａ 利息费用是买方为购买进口货物而融资所产生的；

ｂ 有书面的融资协议的；

ｃ 利息费用单独列明的；

ｄ 纳税人可以证明有关利率不高于在融资当时当地此类

交易通常应当具有的利率水平， 且没有融资安排的相同

或类似进口货物的价格与进口货物的实付、 应付价格非

常接近的

③进口货物完税价格中的运输及相关费

用、 保险费的计算

ａ 进口货物的运输及其相关费用， 应当

按照由买方实际支付或者应当支付的费用计

算。 如果进口货物的运输及其相关费用

无法确定的， 海关应当按照该货物进口同期

的正常运输成本审查确定。
ｂ 运输工具作为进口货物， 利用自身动

力进境的， 海关在审查确定完税价格时， 不

再另行计入运输及其相关费用。
ｃ 进口货物的保险费， 应当按照实际支

付的费用计算。 如果进口货物的保险费无法

确定或未实际发生， 海关应当按照“货价加运

费”两者总额的 ３‰计算保险费。 计算公式

为： 保险费＝（货价＋运费）×３‰。
ｄ 邮运进口的货物， 应当以邮费作为运

输及其相关费用、 保险费。

１． （２０２０ 年单选题）在以成交价格估价方法确

定进口货物完税价格时， 下列各项费用应

计入完税价格的是（　 ）。
Ａ． 由买方负担的购货佣金

Ｂ． 在进口货物价款中单独列明的在境内复

制进口货物而支付的费用

Ｃ． 在进口货物价款中单独列明的设备进口

后发生的保修费用

Ｄ． 在进口货物价款中单独列明的设备进

口后发生的维修费

解析 选项 Ａ， 由买方负担的除购货佣金

以外的佣金和经纪费要计入关税完税价

格， 所以选项 Ａ 错误。 选项 Ｂ、 Ｄ， 厂房、
机械或者设备等货物进口后发生的建设、
安装、 装配、 维修或技术援助费用不计入

关税完税价格， 但是保修费用除外， 所以

选项 Ｂ、 Ｄ 错误。 答案 Ｃ
２． （２０２０ 年单选题）在以成交价格估价方法确

定进口货物完税价格时， 下列各项费用应

计入完税价格的是（　 ）。
Ａ． 进口环节代征的增值税

Ｂ． 在进口货物价款中单独列明的设备进口

后发生的安装费用

Ｃ． 由买方负担的包装材料费用

Ｄ． 在进口货物价款中单独列明的进口货

物运抵境内输入地点起卸后发生的运输费

解析 选项 Ａ， 在进口环节缴纳的增值税

不计入关税完税价格， 所以选项 Ａ 错误；
选项 Ｂ， 厂房、 机械或者设备等货物进口

后发生的建设、 安装、 装配、 维修或技术

援助费用不计入关税完税价格， 但是保修

费用除外， 所以选项 Ｂ 错误； 选项 Ｄ， 进

口货物运抵我国境内输入地点起卸后发生

的运输及其相关费用、 保险费不计入关税

完税价格， 所以选项 Ｄ 错误。 答案 Ｃ
３． （２０１９ 年单选题） 某进出口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进口摩托车 ２０ 辆， 成交价共计 ２７ 万

元， 该公司另支付入关前的运费 ４ 万元，
保险费无法确定， 摩托车关税税率 ２５％，
该公司应缴纳的关税为（　 ）万元。

—１４３—

第 ７ 章　 关税法和船舶吨税法



Ａ． ６ ７８ Ｂ． ６ ７５
Ｃ． ７ ７７ Ｄ． ７ ７５
解析 进口货物的保险费无法确定或者未

实际发生， 海关应当按照“货价加运费”两

者总额的 ３‰计算保险费。 关税完税价

格＝ ２７ ＋ ４ ＋（２７ ＋ ４） × ３‰ ＝ ３１ ０９（万元），
关税＝ ３１ ０９×２５％ ＝ ７ ７７（万元）。

答案 Ｃ

【例题 ３·多选题】 下列各项中， 应当计

入进口货物关税完税价格的有（　 ）。
Ａ． 由买方负担的购货佣金

Ｂ． 由买方负担的境外包装材料费用

Ｃ． 由买方负担的境外包装劳务费用

Ｄ． 由买方负担的与进口货物视为一体的

容器费用

解析 由买方负担的除购货佣金以外的

佣金和经纪费要计入关税完税价格， 购货佣

金不计入关税完税价格， 因此选项 Ａ 错误。
答案 ＢＣＤ

【例题 ４·单选题】 某演出公司进口舞台

设备一套， 实付金额折合人民币 １８５ 万元，
其中包含单独列出的进口后设备安装费 １０ 万

元、 中介经纪费 ５ 万元； 运输保险费无法确

定， 海关按同类货物同期同程运输费计算的

运费为 ２５ 万元。 假定关税税率为 ２０％， 该公

司进口舞台设备应缴纳的关税为（　 ）万元。
Ａ． ３４ Ｂ． ３５
Ｃ． ４０ Ｄ． ４０ １２
解析 （１）由买方负担的除购货佣金以

外的佣金和经纪费计入完税价格， 货物进口

后的基建、 安装、 装配、 维修和技术服务的

费用， 不得计入完税价格； （２）如果进口货物

的运费无法确定或未实际发生， 海关应当按

照该货物进口同期运输行业公布的运费率

（额）计算运费； 按照“货价加运费”两者总额

的 ３‰计算保险费。 该公司进口舞台设备应缴

纳的 关 税 ＝ （ １８５ － １０ ＋ ２５） × １ ００３ × ２０％ ＝
４０ １２（万元） 答案 Ｄ

（２）进口货物海关估价方法

进口货物的成交价格不符合规定条件或

者成交价格不能确定的， 海关应当依次以下

列方法估定完税价格：
①相同货物成交价格估价方法。
②类似货物成交价格估价方法。
③倒扣价格估价方法。
④计算价格估价方法。
⑤合理估价方法。
海关在采用合理方法确定进口货物的完

税价格时， 不得使用以下价格：
ａ 境内生产的货物在境内的销售价格；
ｂ 可供选择的价格中较高的价格；
ｃ 货物在出口地市场的销售价格；
ｄ 以计算价格估价方法规定之外的价值

或者费用计算的相同或者类似货物的价格；
ｅ 出口到第三国或地区的货物的销售

价格；
ｆ 最低限价或武断、 虚构的价格。
（二） 特殊进口货物的完税价格 （见表

７－４）

表 ７－４　 特殊进口货物的完税价格

情形 完税价格

运往境外修理的机械器具、

运输工具或其他货物， 出境

时已向海关报明， 并在海关

规定期限内复运进境的

以境外修理费和物料费为基础审查确定完税价格

运往境外加工的货物， 出境

时已向海关报明， 并在海关

规定期限内复运进境的

以境外加工费、 料件费、 复运进境的运输及相关费用、 保险费为基础审查确定完税

价格

经海关批准暂时进境的货物 按照一般进口货物完税价格确定的有关规定， 审查确定完税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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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情形 完税价格

租赁方式

进口的货物

以租金方式对外

支付的租赁货物
在租赁期间以海关审定的租金作为完税价格， 利息应当予以计入

留购的租赁货物 海关审定的留购价格

承租人申请一次

性缴纳税款的

可选择按照“进口货物海关估价方法“的相关内容确定完税价格， 或者按照海关审

查确定的租金总额作为完税价格

留购的进口货样、 展览品和

广告陈列品
海关审定的留购价格

予以补税的减免税货物

完税价格＝海关审定的该货物原进口时的价格×【１－申请补税时实际已使用的时间

（月）＋（监管年限×１２）】

监管年限： 船舶、 飞机 ８ 年； 机动车辆 ６ 年； 其他货物 ３ 年。 监管年限自货物进口

放行之日起计算

易货贸易、 寄售、 捐赠、 赠

送等不存在成交价格的进口

货物

由海关与纳税人进行价格磋商后， 按照“进口货物海关估价方法”的规定， 估定完

税价格

进口软件介质

进口载有专供数据处理设备用软件的介质，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以介质本身

的价值或者成本为基础审查确定完税价格： （１）介质本身的价值或者成本与所载软

件的价值分列； （２）介质本身的价值或者成本与所载软件的价值虽未分列， 但是纳

税义务人能够提供介质本身的价值或者成本的证明文件， 或者能提供所载软件价值

的证明文件。 含有美术、 摄影、 声音、 图像、 影视、 游戏、 电子出版物的介质不适

用上述规定

（三）出口货物的完税价格

１ 出口货物完税价格的一般规定

出口货物的完税价格， 由海关以该货物

的成交价格为基础审查确定。 具体规定如下：
（１）包括货物运至我国境内输出地点装载

前的运输及其相关费用、 保险费。 但不包括

离境口岸至境外口岸之间的运费、 保险费；
（２）不包括出口关税税额；
出口货物的完税价格 ＝离岸价格 ／ （１＋出

口关税税率）
（３）不包括在货物价款中单独列明的货物

运至我国境内输出地点装载后的运输及其相

关费用、 保险费。
２ 出口货物海关估价方法

出口货物的成交价格不能确定时， 依次

以下列价格审查确定该货物的完税价格：
（１）同时或大约同时向同一国家或地区出

口的相同货物的成交价格；

（２）同时或大约同时向同一国家或地区出

口的类似货物的成交价格；
（３）根据境内生产相同或类似货物的成

本、 利润和一般费用、 境内发生的运输及其

相关费用、 保险费计算所得的价格；
（４）按照合理方法估定的价格。

１． （２０１８ 年多选题）下列各项税费中， 应计入

出口货物完税价格的有（　 ）。
Ａ． 货物运至我国境内输出地点装载前的

保险费

Ｂ． 货物运至我国境内输出地点装载前的运

输费用

Ｃ． 货物出口关税

Ｄ． 货价中单独列明的货物运至我国境内

输出地点装载后的运输费用

解析 出口货物的完税价格， 由海关以该

货物向境外销售的成交价格为基础审查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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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并应当包括货物运至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输出地点装载前的运输及其相关费

用、 保险费。 但其中包含的出口关税税

额， 应当扣除。 答案 ＡＢ
２． （２０１７ 年单选题）下列出口货物成交价格包

含的税费中应计入出口货物关税完税价格

的是（　 ）。
Ａ． 单独列明支付给境外的佣金

Ｂ． 出口关税税额

Ｃ． 我国离境口岸至境外口岸之间的保险费

Ｄ． 运至我国境内输出地点装载前的运输

费用

解析 选项 ＡＢＣ 不计入出口货物关税完

税价格。 答案 Ｄ

【例题 ５·单选题】 我国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从国内甲港口出口一批矿石到国外， 货

物离岸价格 １８０ 万元（含出口关税）， 其中包

括货物运抵甲港口装载前的运输费 １０ 万元。
此外， 甲港口到国外目的地港口之间还需另

行支付运输保险费 ２０ 万元。 该矿石出口关税

税率为 ２０％。 该公司出口矿石应缴纳的出口

关税为（　 ）万元。
Ａ． ２８ ３３ Ｂ． ３０
Ｃ． ３４ Ｄ． ３６
解析 出口货物的完税价格， 应包括货

物运至我国境内输出地点装载前的运输及其

相关费用、 保险费， 但其中包含的出口关税

税额， 应当扣除。 该公司出口矿石应缴纳的

出口关税＝ １８０ ／ （１＋２０％）×２０％ ＝ ３０（万元）。
答案 Ｂ

（四）应纳税额的计算（见表 ７－５）★★★

表 ７－５　 应纳税额的计算公式

征税方式 计算公式

从价税 关税税额＝应税进（出）口货物数量×单位完税价格×税率

从量税 关税税额＝应税进（出）口货物数量×单位货物税额

复合税 关税税额＝应税进（出）口货物数量×单位货物税额＋应税进（出）口货物数量×单位完税价格×税率

滑准税① 关税税额＝应税进（出）口货物数量×单位完税价格×滑准税税率

对于关税的学习， 要将关税、 增值税、 消费税结合在一起学习。 我们总结一下进口货物关

税、 增值税和消费税在计算纳税时的有关知识点（见表 ７－６）。

表 ７－６　 进口货物关税、 增值税、 消费税知识点总结

税种 计税依据

关税

１ 完税价格： 买价＋起卸前费用

２ 运费或保险费无法确定或未实际发生：

ａ 运费＝货价×运费率； ｂ 保险费＝（货价＋运费）×３‰

从量定额 从价定率 复合计税

消费税
以海关核定的进口数量作为计税

依据

增值税 关税完税价格＋关税＋消费税

（关税完税价格＋关税） ÷（１－消

费税比例税率）

（关税完税价格＋关税＋消费税

定额税）÷（１－消费税比例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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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拨】 货物进口在国内用于生产或

销售时， 需要注意：
（１）进口环节已纳增值税可抵进项税额；
（２）境内运费可抵进项税额；
（３）境外运费不得抵扣进项税额；
（４）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进口不征， 出

口不退。

【例题 ６·计算问答题】 某市 Ａ 商场于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进口一批高档化妆品。 该批货物

在国外的买价 １２０ 万元， 货物运抵我国关境

前发生的运输费、 保险费和其他费用分别为

１０ 万元、 ６ 万元、 ４ 万元。 货物报关后， 该商

场按规定缴纳了进口环节的增值税和消费税

并取得了海关开具的缴款书。 从海关将化妆

品运往商场所在地取得运费的增值税专用发

票， 注明运输费用 ５ 万元， 增值税 ０ ４５ 万

元。 该批化妆品当月在国内全部销售， 取得

不含税销售额 ５２０ 万元。
其他相关资料： 假定该化妆品进口关税

税率 ２０％， 消费税税率 １５％。
要求： 按序号回答下列问题， 每问需要

计算出合计数。
（１）计算该批化妆品进口环节应缴纳的

关税。
（２）计算该批化妆品进口环节应缴纳的消

费税。
（３）计算该批化妆品进口环节应缴纳的增

值税。
（４）计算国内销售环节应缴纳的增值税。
（５）计算该企业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份应该缴纳

的城建税、 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附加。
答案

（１）关税完税价格 ＝ １２０ ＋ １０ ＋ ６ ＋ ４ ＝ １４０
（万元）

应纳进口关税＝ １４０×２０％ ＝ ２８（万元）
（２）消费税组成计税价格 ＝ （１４０ ＋ ２８） ÷

（１－１５％）＝ １９７ ６５（万元）
进口环节应缴纳消费税 ＝ １９７ ６５×１５％ ＝

２９ ６５（万元）

（３） 进口环节应缴纳增值税 ＝ １９７ ６５ ×
１３％ ＝ ２５ ６９（万元）

（４）国内销售环节应缴纳增值税 ＝ ５２０ ×
１３％－０ ４５－２５ ６９＝ ４１ ４６（万元）

（５）应纳城建税、 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

附加＝ ４１ ４６×（７％＋３％＋２％）＝ ４ ９８（万元）
【例题 ７·计算问答题】 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份从境外进口一批高档化妆品， 货价为

６００ 万元， 运抵我国海关前发生的运输费用、
保险费用无法确定， 经海关查实其他运输公

司相同业务的运输费用占货价的比例为 ２％。
关税税率 ５０％， 消费税税率 １５％。

要求： 分别计算进口环节缴纳的各项税金。
答案

①进口高档化妆品的货价＝ ６００（万元）
②进口高档化妆品的运输费 ＝ ６００×２％ ＝

１２（万元）
③进口高档化妆品的保险费＝（６００＋１２） ×

３‰＝ １ ８４（万元）
④进口高档化妆品应纳关税

关税完税价格 ＝ ６００ ＋ １２ ＋ １ ８４ ＝ ６１３ ８４
（万元）

应纳关税＝ ６１３ ８４×５０％ ＝ ３０６ ９２（万元）
⑤进口环节应缴纳的消费税

消费税组成计税价格

＝（６１３ ８４＋３０６ ９２）÷（１－１５％）
＝ １０８３ ２５（万元）
应纳消费税＝１０８３ ２５×１５％＝１６２ ４９（万元）
验算： 消费税组成计税价格 ＝ ６１３ ８４ ＋

３０６ ９２＋１６２ ４９ ＝ １０８３ ２５（万元）， 和前面计

算的消费税组成计税价格相等， 说明计算是

正确的。
⑥进口环节应纳增值税 ＝ １０８３ ２５×１３％ ＝

１４０ ８２（万元）
【例题 ８·计算问答题】 某外国公司驻华

机构于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进口一辆小汽车自用。 该

小汽车在国外的买价 １３５ 万元， 货物运抵我

国关境前发生的运输费、 保险费和其他费用

等共计 ３ 万元。 （假定该小汽车进口关税税率

３０％， 进口环节消费税税率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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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按序号回答下列问题， 每问需要

计算出合计数。
（１） 计算该小汽车进口环节应缴纳的

关税。
（２）计算进口环节应缴纳的消费税。
（３）计算该小汽车进口环节应缴纳的增

值税。
（４）计算该机构应该缴纳的车辆购置税。
答案

（１）关税完税价格＝ １３５＋３＝ １３８（万元）
应纳进口关税＝ １３８×３０％ ＝ ４１ ４（万元）
（２） 组成计税价格 ＝ （１３８ ＋ ４１ ４） ÷ ［１ －

（２５％＋１０％）］ ＝ ２７６（万元）
进口 自 用 应 纳 消 费 税 ＝ ２７６ × （ ２５％ ＋

１０％）＝ ９６ ６（万元）
（３）进口环节应缴纳增值税 ＝ ２７６×１３％ ＝

３５ ８８（万元）
（４）应纳车辆购置税 ＝ ２７６ × １０％ ＝ ２７ ６

（万元）
（五）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

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按照货物征

收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消费税， 购买跨

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的个人作为纳税人，
实际交易价格（包括货物零售价格、 运费和保

险费）作为完税价格， 电子商务企业、 电子商

务交易平台企业或物流企业可作为代收代缴

义务人。
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的单次交易

限值为人民币 ５ ０００ 元， 个人年度交易限值为

人民币 ２６ ０００ 元。 在限值以内进口的跨境电

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
１ 关税税率暂设为 ０％；
２ 进口环节增值税、 消费税取消免征税

额， 暂按法定应纳税额的 ７０％征收；
３ 完税价格超过 ５ ０００ 元单次交易限值

但低于 ２６ ０００ 元年度交易限值， 且订单下仅

一件商品时， 可以自跨境电商零售渠道进口，
按照货物税率全额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

税、 消费税， 交易额计入年度交易总额， 但

年度交易总额超过年度交易限值的， 应按一

般贸易管理。

四、关税减免规定★★★（见表

７－７）
扫 我 解 疑 难

关税减免分为法定减免税、 特定减免税、
暂时免税、 临时减免税四种类型。

除法定减免税外的其他减免税均由国务

院决定。 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减征

关税以最惠国税率或者普通税率为基准。

表 ７－７　 税收优惠

减免类型 具体内容

法定减免

（１）关税税额在人民币５０ 元以下的一票货物， 可免征关税。

（２）无商业价值的广告品和货样， 可免征关税。

（３）外国政府、 国际组织无偿赠送的物资， 可免征关税。

（４）进出境运输工具装载的途中必需的燃料、 物料和饮食用品， 可予免税。

（５）在海关放行前损失的货物， 可免征关税。

（６）在海关放行前遭受损坏的货物， 可以根据海关认定的受损程度减征关税。

（７）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规定减征、 免征关税的货物、 物品， 按照规定予以减免关税。

（８）法律规定减征、 免征关税的其他货物、 物品

特定减免

（１）科教用品。

（２）残疾人专用品。

（３）慈善捐赠物资。

（４）重大技术装备。 对符合规定条件的企业及核电项目业主为生产国家支持发展的重大技术装备

或产品而确有必要进口的部分关键零部件及原材料， 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６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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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免类型 具体内容

暂时免税

（１）在展览会、 交易会、 会议及类似活动中展示或者使用的货物。

（２）文化、 体育交流活动中使用的表演、 比赛用品。

（３）进行新闻报道或者摄制电影、 电视节目使用的仪器、 设备及用品。

（４）开展科研、 教学、 医疗活动使用的仪器、 设备及用品。

（５）在上述（１） ～ （４）所列活动中使用的交通工具及特种车辆。

（６）货样。

（７）供安装、 调试、 检测设备时使用的仪器、 工具。

（８）盛装货物的容器。

（９）其他用于非商业目的的货物

临时减免 法定和特定减免税以外的其他减免税

（２０１９ 年多选题）下列进口的货物中， 免

征关税的有（　 ）。
Ａ． 无商业价值的广告品

Ｂ． 在海关放行前损失的货物

Ｃ． 外国政府无偿援助的物资

Ｄ． 国际组织无偿赠送的货物

解析 关税优惠属于本章的重要考点，
大家要提起重视。 答案 ＡＢＣＤ

【例题 ９·多选题】 下列进口货物中， 经

海关审查属实， 可减免进口关税的有（　 ）。
Ａ． 关税税额在人民币 ８０ 元以下的一票

货物

Ｂ． 具有商业价值的广告品

Ｃ． 外国政府无偿赠送的物资

Ｄ． 进出境运输工具装载的途中必需的燃

料、 物料和饮食用品

解析 选项 Ａ， 关税税额在人民币 ５０ 元

以下的一票货物免税； 选项 Ｂ， 无商业价值

的广告品和货样， 可以免征关税。 答案 ＣＤ

五、征收管理（见表 ７－８）★★★

扫 我 解 疑 难

表 ７－８　 征收管理

项目 具体规定

关税缴纳

进口货物 自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 １４ 日内向海关申报

出口货物 货物运抵海关监管区后、 装货的 ２４ 小时以前向海关申报

纳税义务人应当自海关填发税款缴款书之日起 １５ 日内， 向指定银行缴纳税款。 纳税人因不可抗力或在

国家税收政策调整的情形下， 不能按期缴纳税款， 经依法提供税款担保后， 可延期缴纳， 但最长不得

超过 ６ 个月

关税的

强制执行

强制措施主要有两类：

（１）关税滞纳金（万分之五的比例按日征收）；

关税滞纳金金额＝滞纳关税税额×滞纳金征收比率×滞纳天数

（２）强制征收： 如纳税义务人自缴款期限届满之日起３ 个月仍未缴纳税款， 经海关关长批准， 海关可以

采取强制扣缴、 变价抵缴等强制措施

—７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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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具体规定

关税退还

（１）海关多征的税款， 海关发现后应当立即退还； 纳税人发现多缴税款的， 自缴纳税款之日起１ 年内，

可以以书面形式要求海关退还多缴的税款并加算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

（２）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纳税人自缴纳税款之日起 １ 年内， 可以申请退还关税， 应当以书面形式向海关

说明理由， 提供原缴款凭证及相关资料：

①已征进口关税的货物， 因品质或者规格原因， 原状退货复运出境的；

②已征出口关税的货物， 因品质或者规格原因， 原状退货复运进境， 并已重新缴纳因出口而退还的国

内环节有关税收的；

③已征出口关税的货物， 因故未装运出口， 申报退关的

关税补征

和追征

补征
（１）非因纳税人违反海关规定造成的少征或漏征关税。

（２）关税补征期为缴纳税款或货物、 物品放行之日起１ 年内

追征

（１）因纳税人违反规定造成少征或漏征关税。

（２）关税追征期为进出口货物应缴纳税款之日起 ３ 年内， 并从缴纳税款之日起加收少征

或漏征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关税的

纳税争议

在纳税义务人同海关发生纳税争议时， 可以向海关申请复议， 但同时应当在规定期限内按海关核定的

税额缴纳关税， 逾期则构成滞纳， 海关有权按规定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纳税义务人自海关填发税款缴款书之日起 ６０ 日内， 向原征税海关的上一级海关提出复议申请

１． （２０２０ 年单选题）因纳税人违反规定而造成

的少征关税， 海关可以自纳税人缴纳税款

或者货物、 物品放行之日起的一定期限内

追征。 这一期限是（　 ）年。
Ａ． １ Ｂ． １０
Ｃ． ５ Ｄ． ３
解析 因纳税人违反规定而造成的少征或

者漏征税款， 自纳税人缴纳税款或者货

物、 物品放行之日起 ３ 年内追征， 按日加

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答案 Ｄ
２． （２０１６ 年多选题） 下列措施中属于 《海关

法》赋予海关可以采取的强制措施有（　 ）。
Ａ． 变价抵缴

Ｂ． 强制扣缴

Ｃ． 补征税额

Ｄ． 征收关税滞纳金

解析 《海关法》赋予海关对滞纳关税的

纳税人强制执行的权利。 强制措施主要有

两类： （１） 征收关税滞纳金； （２） 强制征

收： 海关可以采取强制扣缴、 变价抵缴等

强制措施。 答案 ＡＢＤ

【例题 １０·多选题】 下列关于关税征收

管理的说法中， 表述正确的有（　 ）。
Ａ． 出口货物在货物运抵海关监管区后、

装货的 ２４ 小时以前， 向货物出境地海关申报

Ｂ． 纳税人应当自海关填发税款缴款书之

日起 １５ 日内， 向指定银行缴纳税款

Ｃ． 关税纳税人因不可抗力或者在国家税

收政策调整的情形下， 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
经海关总署批准， 可以延期缴纳税款， 但最

长不得超过 ３ 个月

Ｄ． 在纳税人同海关发生纳税争议时， 纳

税人自海关填发税款缴款书之日起 ６０ 日内，
向原征税海关的上一级海关提出复议申请

解析 关税纳税人因不可抗力或者在国

家税收政策调整的情形下， 不能按期缴纳税

款的， 经依法提供税款担保后， 可以延期缴

纳税款， 但最长不得超过 ６ 个月。
答案 ＡＢ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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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船舶吨税

扫 我 解 疑 难

（一）征税范围、 税率★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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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称应税船舶）， 应缴纳船舶吨税。
２ 税率———定额税率

分为优惠税率和普通税率， 具体规定见表 ７－９。

表 ７－９　 船舶吨税的税率

类型 适用范围

优惠税率
我国国籍的应税船舶， 船籍国（地区）与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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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税率 其他应税船舶

注意事项

（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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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拖船按照发动机功率每 １ 千瓦折合净吨位０ ６７ 吨；

（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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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应纳税额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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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额税率

应税船舶在进入港口办理入境手续时，
应当向海关申报纳税领取吨税执照， 或交验

吨税执照。 应税船舶在离开港口办理出境手

续时， 应当交验吨税执照。

【例题 １１·单选题】 Ａ 国和我国签订了相

互给予船舶税费最惠国待遇条款的协议，
２０２１年 ２月， 自 Ａ 国港口进入我国港口船舶两

艘， 一艘净吨位为 １０ ０００ 吨的货轮， 一艘为发

动机功率为 ４ ０００千瓦的拖船， 这两艘船舶的执

照期限均为 １年。 根据船舶吨税的相关规定， 应

缴纳的船舶吨税为（　 ）元。 （优惠税率， １ 年

执照期限， 超过 ２ ０００ 净吨位， 但不超过

１０ ０００ 净吨位的， 税率为 １７ ４ 元 ／ 净吨位）
Ａ． １９７ ３１６ Ｂ． １１２ ５８７
Ｃ． １６８ ４２２ Ｄ． １８９ ６２５
解析 拖船按照发动机功率每 １ 千瓦折

合净吨位 ０ ６７ 吨。 应缴纳船舶吨税 ＝ １７ ４ ×
１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６７×１７ ４×５０％＝１９７ ３１６（元）。

答案 Ａ
（三）税收优惠（见表 ７－１０）★★

表 ７－１０　 船舶吨税的税收优惠

优惠类型 具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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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捕捞、 养殖渔船；

（６）避难、 防疫隔离、 修理、 改造、 终止运营或者拆解， 并不上下客货的船舶

—９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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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类型 具体政策

１ 直接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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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条免税规定， 由国务院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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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造， 并不上下客货；

（２）军队、 武装警察部队征用

（２０１８ 年单选题）下列从境外进入我国港

口， 免征船舶吨税的船舶是（　 ）。
Ａ． 拖船

Ｂ． 非机动驳船

Ｃ． 养殖渔船

Ｄ． 执照期满 ２４ 小时内上下的客货船

解析 捕捞、 养殖渔船， 免征船舶吨税。
答案 Ｃ

【例题 １２·单选题】 下列船舶中， 免征

船舶吨税的是（　 ）。
Ａ． 养殖渔船

Ｂ． 非机动驳船

Ｃ． 拖船

Ｄ． 应纳税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的船舶

解析 选项 ＢＣ， 非机动驳船、 拖船按

相同净吨位船舶税率的 ５０％计征船舶吨税；
选项 Ｄ， 应纳税额为人民币 ５０ 元以下的船

舶， 免征船舶吨税。 答案 Ａ
（四）征收管理★
１ 吨税由海关负责征收。
２ 吨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应税船舶进

入港口的当日。

３ 应税船舶在吨税执照期满后尚未离开

港口的， 应当申领新的吨税执照， 自上一次

执照期满的次日起续缴吨税。
４ 应税船舶负责人应当自海关填发吨税

缴款凭证之日起 １５ 日内向指定银行缴清税

款。 未按期缴清税款的， 自滞纳税款之日起

至缴清税款之日止， 按日加收滞纳税款 ０ ５‰
的滞纳金。

５ 应税船舶到达港口前， 经海关核准先

行申报并办结出入境手续的， 应税船舶负责

人应当向海关提供与其依法履行吨税缴纳义

务相适应的担保； 应税船舶到达港口后， 向

海关申报纳税。
可以用于担保的财产、 权利：
（１）人民币、 可自由兑换货币；
（２）汇票、 本票、 支票、 债券、 存单；
（３）银行、 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保函；
（４）海关依法认可的其他财产、 权利。
６ 应税船舶在吨税执照期限内， 因修理、

改造导致净吨位变化的， 吨税执照继续有效。
７ 吨税执照在期满前毁损或遗失的， 应

当向原发照海关书面申请核发吨税执照副本，
不再补税。

　 　 ８ 少征或漏征、 多征税款的处理（见表 ７－１１）。

表 ７－１１　 少征或漏征、 多征税款的处理

情形 处理

少征或漏

征税款的

海关发现少征或者漏征税款的 应当自应税船舶应当缴纳税款之日起１ 年内， 补征税款

因应税船舶违反规定造成少征

或者漏征税款的

海关可以自应当缴纳税款之日起３ 年内追征税款， 并自应当缴纳税款

之日起按日加征少征或者漏征税款０ ５‰的滞纳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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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情形 处理

多征税款的

海关发现多征税款的
应当在２４ 小时内通知应税船舶办理退还手续， 并加算银行同期活期存

款利息

应税船舶发现多缴税款的

可以自缴纳税款之日起３ 年内以书面形式要求海关退还多缴的税款并

加算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 海关应当自受理退税申请之日起３０ 日内

查实并通知应税船舶办理退还手续

【知识点拨】 应税船舶应当自收到退税通

知之日起 ３ 个月内办理有关退还手续。
９ 应税船舶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海关

责令限期改正， 处２ ０００ 元以上 ３ 万元以下罚

款； 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 处不缴或者

少缴税款 ５０％以上 ５ 倍以下的罚款， 但罚款

不得低于 ２ ０００ 元：
（１）未按照规定申报纳税、 领取吨税执

照的；
（２）未按照规定交验吨税执照及其他证明

文件的。
１０ 吨税税款、 滞纳金、 罚款以人民币

计算。
应税船舶因不可抗力在未设立海关地点

停泊的， 船舶负责人应当立即向附近海关报

告， 并在不可抗力原因消除后， 依照本法规

定向海关申报纳税。

（２０２０ 年多选题）应税船舶在吨税执照期

限内发生的下列情形中， 海关可按照实际

发生的天数批注延长吨税执照期限的

有（　 ）。
Ａ． 避难并不上下客货的

Ｂ． 防疫隔离不上下客货的

Ｃ． 补充供给不上下旅客的

Ｄ． 武装警察部队征用的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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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造， 并不上下客货；
（２）军队、 武装警察部队征用。

答案 ＡＢＤ

【例题 １３·多选题】 下列关于船舶吨税

的说法， 正确的有（　 ）。
Ａ． 船舶吨税针对中国境外港口进入境内

港口的船舶征收

Ｂ． 吨税执照期满后 ２４ 小时内不上下客

货的船舶， 免征船舶吨税

Ｃ． 因应税船舶违反规定造成少征或者漏

征税款的， 海关可以自应当缴纳税款之日起

５ 年内追征税款

Ｄ． 应税船舶负责人应当自海关填发吨税

缴款凭证之日起 １５ 日内向指定银行缴清税款

解析 因应税船舶违反规定造成少征或

者漏征税款的， 海关可以自应当缴纳税款之

日起 ３ 年内追征税款。 　 答案 ＡＢＤ

　 　 　 　 　 　

扫 我 做 试 题

一、 单项选择题

１． 下列各项中， 不符合关税税率有关规定的

是（　 ）。
Ａ． 按照普通税率征税的进口货物， 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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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特别批准， 可以适用

最惠国税率

Ｂ． 进出口货物， 应当适用海关接受该货物

申报进口或者出口之日实施的税率

Ｃ． 出口转关运输货物， 应当适用指运地海

关接受该货物申报出口之日实施的税率

Ｄ． 因超过规定期限未申报而由海关依法

变卖的进口货物， 其税款计征应当适用装

载该货物的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实施的

税率

２． 运往境外修理的机械器具、 运输工具或其

他货物， 出境时已向海关报明， 并在海关

规定期限内复运进境的， 应当以（　 ）为基

础审查确定完税价格。
Ａ． 境外修理费和物料费

Ｂ． 境外加工费、 料件费、 复运进境的运输

及相关费用、 保险费

Ｃ． 境外修理费、 物料费、 复运进境的运输

费用

Ｄ． 境外加工费、 料件费

３． 下列不属于关税征税对象的是（　 ）。
Ａ． 准许出境的贸易性商品

Ｂ． 入境旅客随身携带的准许进境行李物品

Ｃ． 准许出境的个人邮递物品

Ｄ． 境内个人之间转让的位于境外的不

动产

４． 下列税费中， 应计入进口货物关税完税价

格的是（　 ）。
Ａ． 单独核算的境外技术培训费用

Ｂ． 报关时海关代征的增值税和消费税

Ｃ． 进口货物运抵我国境内输入地点起卸前

的保险费

Ｄ． 由买方单独支付的入关后的运输费用

５． 某进出口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进口一批货物，
关税税率为 １０％， 成交价格 ３５ 万元， 该货

物运抵我国输入地点起卸前发生的运费

５ 万元， 保险费无法确定， 起卸后发生运

费 ０ ４ 万元。 该公司进口环节缴纳的关税

为（　 ）万元。
Ａ． ４ ０５ Ｂ． ４ １２

Ｃ． ４ ０１ Ｄ． ４
６． 某 进 出 口 公 司 为 增 值 税 一 般 纳 税 人，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份从国外进口一批机器设备共

２０ 台， 每台货价 １２ 万元人民币， 包括运

抵我国大连港起卸前的运输、 保险和其他

劳务费用共计 ５ 万元； 另外销售商单独向

该进出口公司收取境内安装费用 ５ 万元，
境外技术援助费用 ７ 万元， 设备包装材料

费 ８ 万元。 假设该类设备进口关税税率为

５０％。 该公司应缴纳的关税为（　 ）万元。
Ａ． ２５４ Ｂ． ２３２
Ｃ． １８５ Ｄ． １２４

７． 下列各项中， 应计入出口货物完税价格的

是（　 ）。
Ａ． 货物在我国境内输出地点装载后的运

输费用

Ｂ． 我国离境口岸至境外口岸之间的保险费

Ｃ． 出口关税税额

Ｄ． 货物运至我国境内输出地点装载前的

运输费、 保险费

８． 下列各项中， 应计入出口货物完税价格的

是（　 ）。
Ａ． 出口关税税额

Ｂ． 单独列明的支付给境外的佣金

Ｃ． 货物在我国境内输出地点装载后的运输

费用

Ｄ． 货物运至我国境内输出地点装载前的

保险费

９． 下列进口货物中， 经海关审查属实， 可减

免进口关税的是（　 ）。
Ａ． 关税税额在人民币 ６０ 元的一票货物

Ｂ． 具有商业价值的广告品

Ｃ． 进出境途中运输工具装载的必需的燃料

Ｄ． 外国企业无偿赠送的物资

１０． 下列 进 口 货 物 中， 免 征 进 口 关 税 的

是（　 ）。
Ａ． 外国政府无偿赠送的物资

Ｂ． 具有一定商业价值的货样

Ｃ． 因保管不慎造成损坏的进口货物

Ｄ． 关税税额为人民币 ８０ 元的一票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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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下列关于关税征收管理相关表述， 正确

的是（　 ）。
Ａ． 进口货物自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

１４ 日内， 向货物进境地海关申报

Ｂ． 关税纳税人因不可抗力的情形， 不能

按期缴纳税款的， 经批准可以延期缴纳

税款， 但最长不得超过 ３ 个月

Ｃ． 计算关税滞纳天数时， 周末或法定节

假日可以扣除

Ｄ． 因纳税人违反规定而造成的少征或者

漏征的税款， 自纳税人应缴纳税款之日

起 １ 年以内可以追征

１２． 下列 关 于 船 舶 吨 税 的 说 法， 错 误 的

是（　 ）。
Ａ． 拖船按照发动机功率每 １ 千瓦折合净

吨位 ０ ６７ 吨

Ｂ． 吨税设置一栏税率

Ｃ． 吨税按照船舶净吨位和吨税执照期限

征收

Ｄ． 吨税由海关负责征收

１３． 下 列 不 属 于 船 舶 吨 税 的 直 接 优 惠 的

是（　 ）。
Ａ． 警用船舶

Ｂ． 吨税执照期满后 ２４ 小时内不上下客货

的船舶

Ｃ． 自境外以购买、 受 、 继承等方式取得

船舶所有权的初次进口到港的空载船舶

Ｄ． 吨税执照期内， 船舶临时用于避难、
防疫隔离、 修理、 改造， 并不上下客货

的船舶， 海关按照实际发生的天数批注

延长吨税执照期限的

二、 多项选择题

１． 下列各项中， 对于关税纳税人说法正确的

有（　 ）。
Ａ． 小 刘 委 托 小 王 从 境 外 购 买 一 台

ｉｐｈｏｎｅ６Ｓ， 并由小王带回境内给小刘， 小

王为关税纳税人

Ｂ． 甲从境外邮寄高档化妆品给乙， 并委托

乙交给丙， 丙为关税纳税人

Ｃ． 小孙给远在英国的小李邮寄了茶叶等家

乡特产， 小李为关税纳税人

Ｄ． 正保公司以邮寄的方式向美国某公司

出口一批货物， 正保公司为关税纳税人

２． 下列各项中， 应当计入进口货物关税完税

价格的有（　 ）。
Ａ． 由买方负担的购货佣金

Ｂ． 由买方负担的境外包装材料费用

Ｃ． 由买方负担的境外包装劳务费用

Ｄ． 由买方负担的与进口货物视为一体的

容器费用

３． 下列税费中， 应计入进口货物关税完税价

格的有（　 ）。
Ａ． 进口环节缴纳的消费税

Ｂ． 单独支付的境内技术培训费

Ｃ． 由买方负担的境外包装材料费用

Ｄ． 由买方负担的与该货物视为一体的容

器费用

４． 以计算价格方法估定进口货物关税完税价

格时， 应当以下列（　 ）的总和计算出的价

格估定完税价格。
Ａ． 生产该货物所使用的料件成本和加工

费用

Ｂ． 与向境内销售同等级或同种类货物通常

的利润、 一般费用

Ｃ． 该货物运抵境内输入地点起卸前的运输

及相关费用、 保险费

Ｄ． 境内运费

５． 下列选项中， 属于进口货物海关估价方法

的有（　 ）。
Ａ． 相同货物成交价格估价方法

Ｂ． 类似货物成交价格估价方法

Ｃ． 倒扣价格估价方法

Ｄ． 计算价格估价方法

６． 海关在采用合理方法确定进口货物的完税

价格时， 不得使用的价格有（　 ）。
Ａ． 境内生产的货物在境内的销售价格

Ｂ． 可供选择的价格中较低的价格

Ｃ． 货物在出口地市场的销售价格

Ｄ． 出口到第三国或者地区的货物的销售

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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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下 列 属 于 关 税 特 定 减 免 的 进 口 货 物

有（　 ）。
Ａ． 边境贸易进口物资

Ｂ． 文化交流活动中使用的暂时进境的比赛

用品

Ｃ． 慈善捐赠物资

Ｄ． 进出境运输工具装载的途中必需的燃

料、 物料和饮食用品

８． 下列关于关税的说法中， 正确的有（　 ）。
Ａ． 进口货物的运输及其相关费用无法确

定的， 海关应当按照该货物进口同期的正

常运输成本审查确定

Ｂ． 邮运的进口货物， 应当以邮费作为运输

及其相关费用、 保险费

Ｃ． 进口货物的保险费无法确定或者未实际

发生， 海关应当按照“货价加运费”两者总

额的 １％计算保险费

Ｄ． 运输工具作为进口货物， 利用自身动

力进境的， 海关在审查确定完税价格时，
不再另行计入运输及其相关费用

９． 下列关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

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　 ）。
Ａ． 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的单次交

易限值为人民币 ５ ０００ 元， 个人年度交易

限值为人民币 ２６ ０００ 元

Ｂ． 在限值以内进口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

口商品， 关税税率暂设为 ０％
Ｃ． 进口环节增值税、 消费税取消免征税

额， 暂按法定应纳税额的 ５０％征收

Ｄ． 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自海关放

行之日起 ３０ 日内退货的， 可申请退税， 并

相应调整个人年度交易总额

１０． 下列 关 于 船 舶 吨 税 的 说 法， 正 确 的

有（　 ）。
Ａ． 吨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应税船舶

进入港口的当日

Ｂ． 船舶吨税按净吨位、 税率标准和执照

期限， 划分为 ２４ 档税率

Ｃ． 海关发现多征税款的， 应当立即通知

应税船舶办理退还手续， 并加算银行同

期活期存款利息

Ｄ． 吨税执照在期满前毁损或者遗失的，
应当向原发照海关书面申请核发吨税执

照副本， 不再补税

１１． 下列船舶中， 免征船舶吨税的有（　 ）。
Ａ． 养殖渔船

Ｂ． 非机动驳船

Ｃ． 军队征用的船舶

Ｄ． 应纳税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的船舶

一、 单项选择题

１． Ｃ　 【解析】 出口转关运输货物， 应当适用

启运地海关接受该货物申报出口之日实施

的税率， 因此选项 Ｃ 不符合。
２． Ａ　 【解析】 运往境外修理的机械器具、 运

输工具或其他货物， 出境时已向海关报

明， 并在海关规定期限内复运进境的， 应

当以境外修理费和物料费为基础审查确定

完税价格。
３． Ｄ　 【解析】 关税的征税对象是准许进出境

的货物和物品， 位于境外的不动产不属于

关税的征税对象。

４． Ｃ　 【解析】 根据《海关法》规定， 进口货物

的完税价格包括货物的货价、 货物运抵我

国境内输入地点起卸前的运输及其相关费

用、 保险费。 选项 ＡＢＤ 不计入进口货物关

税完税价格。
５． Ｃ　 【解析】 如果进口货物的保险费无法确

定或者未实际发生， 海关应当按照“货价

加运费”两者总额的 ３‰计算保险费。
关税完税价格 ＝ ３５ ＋ ５ ＋ （ ３５ ＋ ５） × ３‰ ＝
４０ １２（万元）
应纳进口环节关税＝ ４０ １２×１０％ ＝ ４ ０１（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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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Ｄ　 【解析】 进口货物的价款中单独列明厂

房、 机械或者设备等货物进口后发生的建

设、 安装、 装配、 维修或者技术援助费

用， 不计入该货物的完税价格。 进口设备

的完税价格 ＝ ２０×１２＋８ ＝ ２４８（万元）， 应纳

进口关税＝ ２４８×５０％ ＝ １２４（万元）。
【应试思路】 在计算关税税额时， 关键点

是确定关税完税价格。 本题要注意起卸前

的运输、 保险和其他劳务费用共计 ５ 万元

已经包含在货价中， 所以计算关税完税价

格时不能再加上 ５ 万元。
７． Ｄ　 【解析】 出口货物的完税价格， 由海关

以该货物的成交价格为基础审查确定， 并

且应当包括货物运至我国境内输出地点装

载前的运输及其相关费用、 保险费。 下列

税收、 费用不计入出口货物的完税价格：
（１）出口关税； （２）在货物价款中单独列明

的货物运至我国境内输出地点装载后的运

输及其相关费用、 保险费。
８． Ｄ　 【解析】 出口货物的完税价格包括货物

的货价、 货物运至我国境内输出地点装载

前的运输及其相关费用、 保险费， 但是其

中包含的出口关税税额， 应当予以扣除。
９． Ｃ　 【解析】 选项 Ａ、 Ｂ， 关税税额在人民

币 ５０ 元以下的一票货物、 无商业价值的广

告品， 可减免进口关税。 选项 Ｄ， 外国政

府、 国际组织无偿赠送的物资， 可免征关

税， 外国企业没有免税规定。
１０． Ａ　 【解析】 选项 Ｂ， 无商业价值的广告

品和货样， 可免征关税； 选项 Ｃ， 在海关

放行前遭受损坏的货物， 可以根据海关

认定的受损程度减征关税； 选项 Ｄ， 关税

税额为人民币 ５０ 元以下的一票货物， 可

免征关税。
１１． Ａ　 【解析】 选项 Ｂ， 关税纳税义务人因

不可抗力或者在国家税收政策调整的情

形下， 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 经依法提

供税款担保后， 可以延期缴纳税款， 但

最长不得超过 ６ 个月； 选项 Ｃ， 计算关税

滞纳天数时， 周末或法定节假日不予扣

除； 选项 Ｄ， 因纳税义务人违反规定而造

成的少征或者漏征的税款， 自纳税义务

人应缴纳税款之日起 ３ 年以内可以追征，
并从缴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少征或者

漏征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１２． Ｂ　 【解析】 吨税设置普通税率和优惠

税率。
１３． Ｄ　 【解析】 选项 Ｄ 属于延期优惠。
二、 多项选择题

１． ＡＤ　 【解析】 进口货物的收货人、 出口货

物的发货人、 进出境物品的所有人， 是关

税的纳税义务人。 一般情况下， 对于携带

进境的物品， 推定其携带人为所有人； 对

分离运输的行李， 推定相应的进出境旅客

为所有人； 对以邮递方式进境的物品， 推

定其收件人为所有人； 以邮递或其他运输

方式出境的物品， 推定其寄件人或托运人

为所有人。
２． ＢＣＤ　 【解析】 由买方负担的除购货佣金

以外的佣金和经纪费要计入关税完税价

格， 购货佣金不计入关税完税价格， 因此

选项 Ａ 错误。
３． ＣＤ　 【解析】 下列费用， 如能与该货物实

付或者 应 付 价 格 区 分， 不 得 计 入 完 税

价格：
（１）厂房、 机械或者设备等货物进口后发

生的建设、 安装、 装配、 维修或者技术援

助费用， 但是保修费用除外；
（２）进口货物运抵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输

入地点起卸后发生的运输及其相关费用、
保险费；
（３）进口关税、 进口环节海关代征税及其

他国内税；
（４）为在境内复制进口货物而支付的费用；
（５）境内外技术培训及境外考察费用；
（６）符合条件的利息费用。

４． ＡＢＣ　 【解析】 进口货物的完税价格以货

物运抵关境输入起卸前的费用为准， 不包

括境内运费。
５． ＡＢＣＤ　 【解析】 上述方法均属于进口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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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估价方法。
６． ＡＣＤ　 【解析】 海关在采用合理方法确定

进口货物的完税价格时， 不得使用以下

价格：
①境内生产的货物在境内的销售价格；
②可供选择的价格中较高的价格；
③货物在出口地市场的销售价格；
④以计算价格估价方法规定之外的价值或

者费用计算的相同或者类似货物的价格；
⑤出口到第三国或者地区的货物的销售

价格；
⑥最低限价或者武断、 虚构的价格。

７． ＡＣ　 【解析】 选项 Ｂ 属于暂时免税， 选

项 Ｄ 属于法定减免税。

８． ＡＢＤ　 【解析】 进口货物的保险费无法确

定或者未实际发生， 海关应当按照“货价

加运费”两者总额的 ３‰计算保险费。
９． ＡＢＤ　 【解析】 进口环节增值税、 消费税

取消免征税额， 暂按法定应纳税额的 ７０％
征收。

１０． ＡＢＤ　 【解析】 海关发现多征税款的， 应

当在 ２４ 小时内通知应税船舶办理退还手

续， 并加算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
１１． ＡＣ　 【解析】 选项 Ｂ， 非机动驳船按相同

净吨位船舶税率的 ５０％计征船舶吨税；
选项 Ｄ， 应纳税额为人民币 ５０ 元以下的

船舶， 免征船舶吨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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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８ 章　资源税法和环境保护税法

本章由资源税和环境保护税组成。 资源税和环境保护税， 可能以客观题的形式进行考核，
也可能在计算问答题与增值税、 消费税一并出题， 考生在复习时需要总结这三者之间的关联。
预计 ２０２１ 年考试中本章分值在 ５ 分左右。

考点 主要考查题型 考频指数 考查角度

资源税的税目、 征税环

节与税率
单选题、 多选题 ★★

（１）直接考核资源税的具体税目；

（２）将资源税的税目、 征税环节与增值税结合起来， 考核

哪项具体业务既要缴纳增值税， 又要缴纳资源税；

（３）考核哪些项目从价定率征税， 哪些项目从量定额征税

资源税的计税依据和应

纳税额的计算

单选题、 多选题、

计算题
★★★

（１）直接考核资源税计税依据的文字性规定；

（２）与税收优惠结合起来考核资源税应纳税额的计算；

（３）与增值税结合在计算题中进行考核

资源税的税收优惠
单选题、 多选题、

计算题
★★

（１）考核资源税税收优惠的文字性表述；

（２）结合资源税的计算进行考核

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

办法
各种题型都会命题 ★★★ 考查纳税义务人； 将税收优惠与应纳税额的计算结合考查

环境保护税纳税义务人 单选题、 多选题 ★★ 直接考查需要缴纳环境保护税的主体

环境保护税的税目、 税

收优惠与税率
单选题、 多选题 ★★★

（１）注意直接排放的含义；

（２）哪些项目需要缴纳环境保护税， 哪些项目无须缴纳环

境保护税；

（３）哪些项目有减免税优惠；

（４）注意环境保护税税率的规定

环境保护税的计税依据

与应纳税额的计算
各种题型都会命题 ★★★

（１）直接考核计税依据的文字性规定；

（２）与税收优惠结合起来考核环境保护税应纳税额的计算

环境保护税税收减免 单选题、 多选题 ★★
（１）直接考查文字性的规定； （ ２） 与应纳税额的计算相

结合

环境保护税的征收管理 单选题、 多选题 ★★ 直接考查文字性的规定

（一）资源税的学习

在学习资源税时， 需要注意：
１ 资源税的征税范围、 征税环节。 注意资源税与消费税、 增值税在征税范围与征税环节

上的异同。 比如原油征收资源税， 但无须缴纳消费税， 汽油、 柴油等成品油需要缴纳消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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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须缴纳资源税； 在征税环节上， 注意资源税是在开采环节征收资源税， 而增值税是道道课

征。 在计算问答题中一旦结合在一起考核， 能够准确分清哪些需要缴纳资源税， 哪些无须缴纳

资源税。
２ 资源税的税率、 计税依据和应税额计算。 在资源税绝大部分税目实行从价定率改革之

后， 注意总结资源税不同税目的资源税税率以及相应产品的增值税税率， 注意总结增值税计税

依据与资源税计税依据的区别。
３ 资源税的税收优惠。 资源税税收优惠比较繁杂， 注意用图表的方式进行总结。
（二）环境保护税的学习

环境保护税是 ２０１８年教材修订时新增的内容， ２０２１年是环境保护税纳入教材的第四年。 由于环

境保护税的一些名词， 比如污染当量等相对比较陌生， 学习起来有一定难度。 在学习时注意：
１ 将环境保护税的征税范围与税收优惠结合起来， 掌握哪些情形需要缴纳环境保护税，

哪些无须缴纳环境保护税。
２ 将环境保护税的税目与税率结合起来， 分清具体税目、 税率的规定。
３ 掌握环境保护税的计税依据与应纳税额的计算。 由于环境保护税的计税依据比较特殊、

会让人感觉比较陌生， 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勤加练习来逐步消除这种陌生感， 通过多做习题， 各

位考生自然而然地就会消除陌生感。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在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 日实施， 因此国家出台了相关文件， 对资

源税进行规范。 主要变化表现在：
１ 取消了换算比、 折算率规定。 将各税目的征税对象调整为原矿或选矿（海盐其征税对象

不区分原矿、 选矿）。 将折算率、 换算比融入税率中， 改为对原矿和选矿分别设定税率。
２ 增加了少量税收优惠。
３ 视同销售销售额的确定顺序进行了调整。
此外本章删除了部分资源税的内容。

一、资源税纳税人★★

扫 我 解 疑 难

资源税的纳税人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领域及管辖的其他海域开发（开采或生产）应
税资源的单位和个人。

对资源税纳税人的理解， 应注意以下几点：
１ 资源税适用“进口不征， 出口不退”的

规则———资源税仅对在我国领域及管辖海域

开发应税资源的单位或个人征收， 而对进口

应税资源的单位或个人不征资源税。 对出口

应税资源也不退（免）已纳的资源税。

２ 一次性课征———对开发应税资源进行

销售或自用的单位和个人， 在出厂销售或自

用时一次性征收， 而对已税资源批发、 零售

的单位和个人不再征收资源税。
３ 自用应税产品应当缴纳资源税的情形

包括： 纳税人以应税产品用于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 捐赠、 偿债、 赞助、 集资、 投资、 广

告、 样品、 职工福利、 利润分配或者连续生

产非应税产品等。
４ 资源税纳税人不仅包括符合规定的中

国企业和个人， 还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

企业及外籍人员。
５ 中外合作开采陆上、 海上石油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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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依法缴纳资源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之前已依法订立中外合

作开采陆上、 海上石油资源合同的， 在该合

同有效期内， 继续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矿

区使用费， 不缴纳资源税； 合同期满后， 依

法缴纳资源税。

【例题 １·多选题】 资源税的纳税人包

括（　 ）。
Ａ． 在中国境内开采并销售煤炭的个人

Ｂ． 在中国境内开采或生产销售天然气的

国有企业

Ｃ． 在中国境内开采或生产自用应税资源

的个人

Ｄ． 进口应税资源的国有企业

解析 进口环节不征收资源税。
答案 ＡＢＣ

【例题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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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有色金属矿产品的贸易公司

Ｂ． 进口有色金属矿产品的企业

Ｃ． 在境内开采有色金属矿产品的企业

Ｄ． 在境外开采有色金属矿产品的企业

解析 选项 Ａ， 贸易公司并未从事应税

产品的开产或生产， 因此不缴纳资源税； 选

项 Ｂ， 资源税进口不征， 出口不退； 选项 Ｄ，
由于开采地点在境外， 既无需缴纳我国的资

源税， 也无需缴纳我国的增值税。 答案 Ｃ

二、资源税税目与税率★★

扫 我 解 疑 难

（一）税目

资源税税目包括 ５ 大类： 能源矿产、 金

属矿产、 非金属矿产、 水气矿产、 盐， 在

５ 个税目下面又设有若干个子目。
【知识点拨 １】 资源税对自然资源征税，

对人造资源不征收资源税， 如人造石油不征

收资源税。
【知识点拨 ２】 煤炭开采企业因安全生产

需要抽采的煤成（层）气， 免征资源税。
【知识点拨 ３】 各税目征税时有的对原矿

征税， 有的对选矿征税， 具体适用的征税对

象按照《资源税税目税率表》的规定执行， 主

要包括以下三类： （１）按原矿征税； （２）按选

矿征税； （３）按原矿或者选矿征税。
【知识点拨 ４】 纳税人开采或者生产应税

产品自用的， 应当缴纳资源税； 但是， 自用

于连续生产应税产品的， 不缴纳资源税。
【知识点拨 ５】 纳税人以自采原矿（经过

采矿过程采出后未进行选矿或者加工的矿

石）直接销售， 或者自用于应当缴纳资源税情

形的， 按照原矿计征资源税。
纳税人以自采原矿洗选加工为选矿产品

销售， 或者将选矿产品自用于应当缴纳资源

税情形的， 按照选矿产品计征资源税， 在原

矿移送环节不缴纳资源税。
【知识点拨 ６】 对于无法区分原生岩石矿

种的粒级成型砂石颗粒， 按照砂石税目征收

资源税。

【例题 ３·多选题】 下列属于资源税应税

产品的有（　 ）。
Ａ． 人造石油

Ｂ． 钾盐

Ｃ． 海盐

Ｄ． 以未税原煤加工的洗选煤

解析 人造石油不属于资源税的应税产

品。 答案 ＢＣＤ
（二）税率

资源税税率从价定率为主， 从量定额为

辅。 地热、 石灰岩、 其他黏土、 砂石、 矿泉

水、 天然卤水规定了从价定率和从量定额两

种税率。
《资源税税目税率表》中规定实行幅度税

率的， 其具体适用税率由省、 自治区、 直辖

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在《资源税税目税

率表》规定的税率幅度内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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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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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拨】 纳税人开采或者生产同一税

目下适用不同税率应税产品的， 应当分别核

算不同税率应税产品的销售额或者销售数量；
未分别核算或者不能准确提供不同税率应税

产品的销售额或者销售数量的， 从高适用

税率。

三、资源税计税依据★★★

扫 我 解 疑 难

资源税的计税依据为应税产品的销售额

或销售量。
（一）从价定率征收的计税依据

１ 销售额的基本规定

从价定率征收的计税依据为销售额， 它

是指纳税人销售应税产品向购买方收取的全

部价款， 不包括增值税税款。
销售额中不包括的内容

（１）增值税额；
（２）相关运杂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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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特殊情形下销售额的确定

（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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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式中的成本是指应税产品的实际生产

成本。 公式中的成本利润率由省、 自治区、
直辖市税务机关确定。

⑤按其他合理方法确定。
（２）已税产品的税务处理———一次课征制

（见表 ８－１）

表 ８－１　 已税产品的税务处理

纳税人用已纳资源税的应税产品进一步加工应

税产品销售的
不再缴纳资源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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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销售数量时， 直接扣减外购原矿或者

外购选矿产品的购进金额或者购进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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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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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点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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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点拨 ２】 纳税人核算并扣减当期外

购应税产品购进金额、 购进数量， 应当依据

外购应税产品的增值税发票、 海关进口增值

税专用缴款书或者其他合法有效凭据。
【知识点拨 ３】 当期不足扣减的， 可结转

下期扣减。
【知识点拨 ４】 不能按照上述方法计算扣

减的， 按照主管税务机关确定的其他合理方

法进行扣减。
【知识点拨 ５】 增值税与资源税销售额的

不同之处。
一般情况下， 增值税与资源税的计税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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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是相同的， 但存在下列不同之处（见表８－２）。

表 ８－２　 增值税与资源税计税销售额的差异

项目 具体规定

１ 运杂费用
增值税的计税销售额包括运杂费用； 而资源税的计税销售额不包括应税产品从坑口或洗选（加工）地

到车站、 码头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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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组成计税

价格

（１）增值税是价外税， 组成计税价格＝含税销售额÷（１＋增值税税率或征收率）

（２）资源税是价内税， 组成计税价格＝成本×（１＋成本利润率）÷（１－资源税税率）

（２０１６ 年 单 选 题 改 ） 某 油 田 开 采 企 业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销售天然气 ９０ 万立方米， 取

得不含增值税收入 １ ３５０ ０００ 元， 另向购

买方收取手续费 １ ６３５ 元， 延期付款利息

２ １８０ 元。 假设天然气的资源税税率为

６％， 该企业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销售天然气应缴

纳的资源税为（　 ）元。
Ａ． ８１ ０９０ Ｂ． ８１ １２０
Ｃ． ８１ ２１０ Ｄ． ８１ ２２８ ９

解析 手续费和延期付款利息应该作为

价外费用计算纳税， 并且是含税收入， 要

换算 成 不 含 税 收 入。 应 纳 资 源 税 ＝
［１ ３５０ ０００＋（１ ６３５ ＋ ２ １８０） ÷（１ ＋ ９％）］ ×
６％ ＝ ８１ ２１０（元）。 答案 Ｃ
【知识点拨】 自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 日起， 天然

气适用的增值税税率调整为 ９％。
【易错易混点辨析】 煤炭、 天然气和原油

等的增值税、 消费税与资源税（见表 ８－３）

表 ８－３　 煤炭、 天然气和原油等的增值税、 消费税与资源税

增值税 消费税 资源税

煤炭

居民用煤炭制品增值税税

率９％， 其他煤炭产品增

值税税率为１３％

原煤、 以未税原煤加工的洗选煤需要缴纳

资源税， 其他的煤炭产品无须缴纳资源税

天然气 天然气增值税税率为９％ 天然气需要缴纳资源税

原油、 汽

油、 柴油
增值税税率均为１３％

原油无须缴纳消费税， 汽油、

柴油需要按照销售数量缴纳

消费税

原油需要按照销售额（包括视同销售额）缴

纳资源税， 汽油、 柴油无须缴纳资源税

【例题 ４·多选题】 某油田开采原油后将

部分原油直接销售， 将部分原油用于冶炼汽

油， 关于其税务处理， 正确的有（　 ）。
Ａ． 该油田应该以原油开采数量作为计税

依据缴纳资源税

Ｂ． 该油田应该以原油销售数量和冶炼汽

油使用的原油数量作为计税依据缴纳资源税

Ｃ． 该油田应该以原油销售额和冶炼汽油

使用的原油视同销售额作为计税依据缴纳资

源税

Ｄ． 销售原油无需缴纳消费税， 销售汽油

需要按照销售数量缴纳消费税

解析 原油从价定率征收资源税， 而非

从量定额征收资源税； 原油不属于消费税的

征税范围， 汽油、 柴油属于消费税的征税范

围， 需要从量定额征收消费税。 答案 ＣＤ
（二）从量定额征收的计税依据

实行从量定额征收的以销售数量为计税

依据。
１ 地热、 石灰岩、 其他粘土、 砂石、 矿

泉水、 天然卤水： 可能从量定额征收。
２ 销售数量包括纳税人开采或者生产应

税产品的实际销售数量和自用于应当缴纳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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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税情形的应税产品数量。

【例题 ５·多选题】 下列各项中， 属于资

源税计税依据的有（　 ）。
Ａ． 纳税人开采销售原油时的原油数量

Ｂ． 纳税人销售铝矿石时向对方收取的价

外费用

Ｃ． 纳税人销售开采砂石的销售数量

Ｄ． 纳税人销售天然气时向购买方收取的

销售额及其储备费

解析 原油实行从价定率的征收方式，
应该以原油的销售额作为资源税的计税依据，
而不是以原油销售数量作为计税依据。

答案 ＢＣＤ

四、应纳税额的计算★★★

扫 我 解 疑 难

１ 从价定率

应纳税额＝销售额×税率

２ 从量定额

地热、 石灰岩、 其他粘土、 砂石、 矿泉

水、 天然卤水可能采取从量定额的计税方法。
应纳税额＝课税数量×单位税额

【例题 ６·单选题】 某煤炭开采企业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销售选煤 ５ 万吨， 开具专票注明

金额 ５０００ 万元， 另取得从洗煤厂到码头不含

增值税的运费收入 ５０ 万元。 假设原煤资源税

税率为 １０％， 选煤资源税税率为 ６％， 该企业

销售选煤应缴纳的资源税为（　 ）万元。
Ａ． ３００ Ｂ． ３０３
Ｃ． ４００ Ｄ． ４０４
解析 选煤应纳税额 ＝ 选煤销售额×选

煤适用税率， 选煤销售额不包括选煤从选煤

厂到车站、 码头等的运输费用。 该企业销售

选煤应缴纳的资源税＝ ５０００×６％ ＝ ３００（万元）。
答案 Ａ

五、资源税税收优惠和征收

管理★★
扫 我 解 疑 难

（一）资源税税收优惠

１ 免征资源税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免征资源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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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减征资源税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减征资源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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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含硫天然气指硫化氢含量在每立方米

３０ 克以上的天然气。
（３）从衰竭期矿山开采的矿产品， 减征

３０％资源税。
衰竭期矿山是指设计开采年限超过 １５

年， 且剩余可采储量下降到原设计可采储量

的 ２０％以下或者剩余开采限不超过 ５ 年的矿

山， 衰竭期矿山以开采企业下属的单个矿山

为单位确定。
（４）稠油、 高凝油减征４０％资源税。
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 国务院

对有利于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保护环境

等情形可以规定免征或者减征资源税， 报全

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３ 可由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决

定的减税或者免税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省、 自治区、 直辖

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免征或者减征资源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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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纳税人开采共伴生矿、 低品位矿、

—２６３—

税法应试指南



尾矿。
前款规定的免征或者减征资源税的具体

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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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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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对页岩气资源税减征 ３０％。
（３）自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可以在 ５０％的

税额幅度内减征资源税。
【知识点拨】 此项优惠属于 ６ 税 ２ 费税收

优惠的范畴。 自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由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

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 以及宏观调控需要确

定， 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可以在 ５０％的税

额幅度内减征资源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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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 对充填开采置换出来的煤炭， 资源税

减征 ５０％。
【知识点拨 １】 纳税人开采或者生产同一

应税产品， 其中既有享受减免税政策的， 又

有不享受减免税政策的， 按照免税、 减税项

目的产量占比等方法分别核算确定免税、 减

税项目的销售额或者销售数量。
【知识点拨 ２】 纳税人开采或者生产同一

应税产品同时符合两项或者两项以上减征资

源税优惠政策的， 除另有规定外， 只能选择

其中一项执行。
【知识点拨 ３】 纳税人享受资源税优惠政

策， 实行“自行判别、 申报享受、 有关资料留

存备查”的办理方式， 另有规定的除外。
【知识点拨 ４】 资源税应纳税额的计算往

往与税收优惠结合出题， 因此需要掌握税收

优惠。

１． （２０２０ 年单选题）下列开采资源的情形中，
依法免征资源税的是（　 ）。
Ａ． 开采稠油

Ｂ． 煤炭开采企业因安全生产需要抽采的煤

层气

Ｃ． 从衰竭期矿山开采的矿产品

Ｄ． 开采页岩气

解析 选项 Ａ， 开采稠油减征 ４０％资源

税； 选项 Ｃ， 从衰竭期矿山开采的矿产品

减征 ３０％资源税； 选项 Ｄ， 自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对页岩气资源税

减征 ３０％。 答案 Ｂ
２． （２０１８ 年单选题改）下列关于矿产资源享受

资源 税 减 征 优 惠 的 说 法 中， 正 确 的

是（　 ）。
Ａ． 从低丰度油气田开采的原油， 减征

３０％资源税

Ｂ． 从衰竭期矿山开采的矿产品， 减征

３０％资源税

Ｃ． 煤炭开采企业因安全生产需要抽采的煤

成（层）气， 减征 ２０％资源税

Ｄ． 稠油、 高凝油减征 ６０％资源税

解析 选项 Ａ， 从低丰度油气田开采的原

油， 减征 ２０％资源税； 选项 Ｃ， 煤炭开采

企业因安全生产需要抽采的煤成（层）气，
免征资源税； 选项 Ｄ， 稠油、 高凝油减征

４０％资源税。 答案 Ｂ
３． （２０１６ 年多选题改）企业生产或开发的下列

资源产品中， 应当征收资源税的有（　 ）。
Ａ． 人造石油

Ｂ． 深水油气田开采的天然气

Ｃ． 煤炭开采企业因安全生产需要抽采的煤

成（层）气
Ｄ． 充填开采置换出来的煤炭

解析 选项 Ａ， 不征资源税； 选项 Ｃ， 煤

炭开采企业因安全生产需要抽采的煤成

（层）气， 免征资源税。 答案 ＢＤ

【例题 ７·单选题】 某油田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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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原油 ６ ４００ 吨， 当月销售 ６ １００ 吨， 对外赠

送 ５ 吨， 另有 ２ 吨在油田范围内运输原油过

程中用于加热， 每吨原油的不含增值税销售

价格为 ５ ０００ 元， 增值税 ８００ 元。 当地规定原

油的资源税税率为 ８％， 该油田当月应缴纳资

源税（　 ）元。
Ａ． ２ ４４０ ０００
Ｂ． ２ ４４２ ０００
Ｃ． ２ ４４２ ８００
Ｄ． ２ ８５７ １４０
解析 油田范围内运输原油过程中用于

加热的原油、 天然气， 免征资源税。 当月应

缴纳资 源 税 ＝ （ ６ １００ ＋ ５ ） × ５ ０００ × ８％ ＝
２ ４４２ ０００（元）。 答案 Ｂ

（二）征收管理

１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纳税人销售应税产品， 纳税义务发生时

间为收讫销售款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凭据的

当日； 自用应税产品的，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为移送应税产品的当日。
２ 纳税期限

（１）资源税按月或者按季申报缴纳； 不能

按固定期限计算缴纳的， 可以按次申报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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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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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纳税地点

（１）纳税人应当向矿产品的开采地或者海

盐的生产地税务机关申报缴纳资源税。
（２）海上开采的原油和天然气资源税由海

洋石油税务管理机构征收管理。
【例题 ８·多选题】 下列关于资源税的说

法， 正确的有（　 ）。
Ａ． 对在中国境内开采煤炭的单位和个

人， 应按税法规定征收资源税， 但对进口煤

炭的单位和个人， 则不征收资源税

Ｂ． 原油是资源税的应税资源， 包括天然

原油和人造原油

Ｃ． 纳税人进口应税资源不缴纳资源税，
但要缴纳增值税和关税

Ｄ． 开采资源税应税产品销售的， 应向销

售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缴纳资源税

解析 人造原油不征收资源税； 开采资

源税应税产品销售的， 应当在矿产品的开采

地或者海盐的生产地缴纳资源税。 答案 ＡＣ

六、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

办法★★★
扫 我 解 疑 难

（一）纳税人

除规定情形外， 水资源税的纳税人为直

接取用地表水、 地下水的单位和个人， 包括

直接从江、 河、 湖泊（含水库）和地下取用水

资源的单位和个人。
下列情形， 不缴纳水资源税：
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从本集体

经济组织的水塘、 水库中取用水的；
②家庭生活和零星散养、 圈养畜禽饮用

等少量取用水的；
③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为配置或者调度水

资源取水的；
④为保障矿井等地下工程施工安全和生

产安全必须进行临时应急取用（排）水的；
⑤为消除对公共安全或者公共利益的危

害临时应急取水的；
⑥为农业抗旱和维护生态与环境必须临

时应急取水的。

【例题 ９·单选题】 在试点地区， 下列行

为无须缴纳水资源税的是（　 ）。
Ａ． 直接从湖泊取用水

Ｂ． 某农场为饲养的牛羊从地下取用水

Ｃ． 家庭生活少量取用水

Ｄ． 农户从其他村镇的水塘取用水

解析 家庭生活和零星散养、 圈养畜禽

饮用等少量取用水的， 不缴纳水资源税。 　
答案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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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税率

按不同取水性质实行差别税额：
１ 地下水税额＞地表水；
２ 超采区地下水税额＞非超采区；
３ 严重超采地区的地下水税额＞非超采

地区；
４ 对超计划或超定额用水加征 １ ～ ３ 倍，

对特种行业从高征税， 对超过规定限额的农

业生产取用水、 农村生活集中式饮水工程取

用水从低征税。
（三）应纳税额的计算

水资源税实行从量计征。 对一般取用水

按照实际取用水量征税， 对采矿和工程建设

疏干排水按照排水量征税； 对水力发电和火

力发电贯流式（不含循环式）冷却取用水按照

实际发电量征税。 具体计算见表 ８－４。

表 ８－４　 水资源税应纳税额的计算

情形 计税依据 应纳税额

一般取用水 实际取用水量 实际取用水量×适用税额

采矿和工程建设疏干排水 排水量 实际取用水量×适用税额

水力发电和火力发电贯流式（不含循环式）冷却取用水 实际发电量 实际发电量×适用税额

（四）税收减免

下列情形， 予以免征或者减征水资源税：
１ 规定限额内的农业生产取用水免征水资源税。
２ 取用污水处理再生水， 免征水资源税。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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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抽水蓄能发电取用水， 免征水资源税。
５ 采油排水经分离净化后在封闭管道回注的， 免征水资源税。
６ 财政部、 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免征或者减征水资源税情形。
（五）征收管理（见表 ８－５）

表 ８－５　 水资源税的征收管理

项目 具体规定

（１）征管模式 税务征管、 水利核量、 自主申报、 信息共享

（２）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纳税人取用水资源的当日

（３）纳税期限

①除农业生产取用水外 按季或者按月征收

②对超过规定限额的农业生产取用水 水资源税可按年征收

③不能按固定期限计算纳税的 可以按次申报纳税

（４）申报期限 自纳税期满或者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１５ 日内申报纳税

（５）纳税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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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６３—

第 ８ 章　 资源税法和环境保护税法



0�

���

0

水资源税试点实施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国务院自《资源税

法》施行之日起五年内， 就征收水资源税试点

情况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 并及时提出修

改法律的意见。
从近 ５ 年考试情况看， 在 ２０１７ 年出过资

源税的计算问答题， 但是由于 ２０１７ 年资源税

主观题涉及到的一些知识点在 ２０２１ 年的教材

中已经删除， 大家只需要看以下两个知识点

即可：
１ 销售额的范围———不包括增值税销项

税额和相关运杂费用；
２ 纳税人既有对外销售应税产品， 又有

将应税产品用于除连续生产应税产品以外的

其他方面的， 则自用的这部分应税产品按纳

税人对外销售应税产品的平均价格计算销售

额征收资源税。

七、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人★

★★
扫 我 解 疑 难

【知识点拨】 环境保护税 （ 简称 “ 环保

税”）特点：
（１）属于调节型税种。
（２）其渊源是排污收费制度。
（３）属于综合型环境税。
（４）属于直接排放税。
（５）对大气污染物、 水污染物规定了幅度

定额税率。
（６）采用税务、 环保部门紧密配合的征收

方式。
（７）收入纳入一般预算收入， 全部划归

地方。
环保税的纳税人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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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个人和家庭。
应税污染物， 包括《环境保护税法》规定

的大气污染物、 水污染物、 固体废物和噪声

（工业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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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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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缴纳环保税， 但依法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进行

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

【例题 １０·单选题】 下列属于环境保税

纳税人的是（　 ）。
Ａ． 向外太空排放污染物的航天器的发射

单位

Ｂ． 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向环

境排放应税污染物的依法设立的城乡污水集

中处理场所

Ｃ． 向依法设立的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场所

排放应税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

Ｄ． 深夜吵闹噪声超过社会生活噪声排放

限值的一对夫妻

解析 选项 Ａ， 不属于中国领域或者海

域， 不征收环保税； 选项 Ｃ， 不属于直接排

放， 不征收环保税； 选项 Ｄ， 对自然人的生

活噪声目前不征收环保税。 答案 Ｂ

八、环保税的税目和税率★★★

扫 我 解 疑 难

环保税税目包括大气污染物、 水污染物、
固体废物和噪声 ４ 大类， 采用定额税率， 其

中， 对应税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规定了幅

度定额税率， 具体适用税额的确定和调整由

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在规定的税额

幅度内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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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的税目

和税额如表 ８－６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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