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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显示，当前市场上刻意规避、偷逃消费税的成油品规模
接近 1 亿吨/年，占到全国成品油实际消费总量的近三成，造成上千
亿元财政税收流失，严重损害行业公平竞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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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度重视数据统计的油气领域，
竟然存在每年近 1 亿吨成品油游离于
官方统计和税收监管之外的事情，这着
实令人意外。 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
“晴雨表” 和产业发展规划制定的关键
“参考系”，成品油生产和消费市场的合
法合规运行，对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
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在此背景
下，我国当前愈演愈烈的成品油逃税问
题，必须引起行业企业，尤其是主管部
门的高度重视。

成品油消费税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
正式确立以来 ，历经多次改革 、调整 ，
逐步形成了目前较为完善的税费体制
和价格机制 。 征收消费税的初衷 ，是
为了规范政府收费行为， 依法筹集交
通基础设施养护、 建设资金 。 同时引
导节约利用、 有效抑制不合理石油消
费需求，以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促进
绿色发展。 世界大部分国家也均对成
品油征收不同程度的消费税，对于原油

对外依存度已超 70%的我国来说，成品
油消费税显得尤为必要。各国实践也已
充分证明， 成品油消费税对于产业健
康、高效发展具有巨大调节作用。 换言
之，目前我们应该讨论的，不是成品油
消费税该不该征收的问题，而是如何更
合理征收的问题。

我国每年成品油消费量达 3—4 亿
吨，涉及的消费税规模巨大。 征收工作
稍有差池， 就会造成巨额税收流失，也
将直接影响消费税的市场调节作用能
否充分发挥。 但现如今，在利益驱动下，
一些生产企业甘愿冒险， 利用变名、无
票 、变票 、票油分离 、调合油等多种手
段，与国家税务部门玩起“猫捉老鼠”的
游戏。 而每年上千亿元的逃税规模，意
味着涉事企业已成为税收领域的 “硕
鼠”；“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市场份额，更
是凸显了逃税问题的严重性 。 兹事体
大，不可不察。

事实上，偷逃消费税在成品油市场

早已是“潜规则”。 “要不要票？ ”简单 4
个字背后，隐藏着买卖双方长期形成的
“心知肚明”。 客观来讲，以往偷逃成品
油消费税行为数量相对有限，并未形成
大的气候。 但近年来逃税油品资源量越
来越大，在造成国家财政巨额流失的同
时，严重违背了整个市场的公平竞争精
神、 损害了守法企业的公正合法利益。
成品油逃税这颗“毒瘤”已到了非整治
不可的地步，而治顽疾必须用重典。

逃税成品油之所以 市 场 份 额 陡
增， 一大诱因是偷逃掉消费税能够带
来巨大价格优势。 尤其对消费柴油的大
货车、工地机械等耗油大户来讲，加满
一箱 1000 升的柴油箱，能省下 1000—
2000 块钱， 加 10 次能省下 1—2 万块
钱，何乐而不为？

从短期和局部来看，低油价对于消
费者来讲无疑是好事，但需要理性认识
到，从长远和整体来看，逃税成品油引
发的“劣币驱逐良币”效应，最终将会给

整个产业和全体消费者带来巨大伤害。
在低价“问题油”的冲击下，正规经营的
加油站市场份额将加速流失，并在市场
中形成恶性循环： 为保住市场份额，加
油站被迫采购“不合规”的油品；正规炼
厂产品市场份额被侵占，只能降低加工
量甚至停产……

由此观之 ， 逃税苗头必须尽快掐
灭。 成品油市场的有序运行离不开公平
的竞争环境护航，逃税破坏的不只是税
收资金 ， 更是整个市场的公平竞争生
态。 无规矩不成方圆，不应再让逃税成
品油放任自流。

“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
次是现在。 ”是时候出重拳整治逃税成品
油了。

可喜的是，就在 5 月 14 日，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联合发布文件，将
进口相关调油组分纳入成品油消费税
征收范围，彻底堵住了进口端的逃税漏
洞，这为逃税成品油治理开了个好头。

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日前
发布的 《2020 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
告》（下称《报告》）显示，2020 年，官方统计
的全国汽柴油表观消费量为 25279 万吨，
考虑到“隐性资源”，估计全年汽柴油实际
消费量约为 34709 万吨。 也就是说，我国
2020 年隐性汽柴油资源消费量接近 1 亿
吨， 在汽柴油实际总消费量中占比近
30%。

所谓隐性资源，是指未被国家统计局
纳入官方统计范围内的成品油资源，这类
资源往往通过各种方式规避、偷逃了大量
成品油消费税，并在非法加油站甚至一些
正规的加油站销售。 这类问题油品的存
在，直接导致每年数以千亿计的国家财政
收入流失，也严重扰乱了成品油市场的公
平竞争秩序。

多位业内知情人士对记者表示，隐性
资源横行成品油市的现象存在已久，但近
几年开始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亟需加以
重视并严格管控。

逃税油品份额越来越大

《报告》指出，隐性资源主要包括两部
分：一是地方炼厂调低汽柴油收率，通过
沥青、粗白油、轻循环油等化工品口径流
出的汽柴油品；二是混合芳烃、轻循环油
等调和组分的进口。

据了解，我国目前在生产端和进口端
对包括汽油、柴油、石脑油、溶剂油、润滑
油、 燃料油等在内的油品征收消费税，其
中汽油消费税为 1.52 元/升、 柴油消费税
为 1.2 元/升。与此同时，我国汽油、柴油消
费量巨大，刻意规避、偷逃消费税现象突
出，其中又以调和油、非标油为逃税“重灾
区”。 这些油品往往并不以成品油的名义
入市，而是成为隐性油品资源，通过各种
渠道变相流入市场，每吨油可规避上千元
的消费税。

“这种情况在很多省都有。 有的炼厂
为了逃避消费税，生产出的汽柴油产品以
其他化工产品的名目销售，还有一些油品
出厂后不能达到汽柴油标准，最后以组分
的形式卖给了一些调油商。 ”中国石化集
团经济技术研究院市场营销研究所专家
李振光告诉记者。

“生产端或进口端的一些轻循环油、
混合芳烃等组分进入市场后， 可以调和
成符合汽柴油质量标准的产品。 还有一
些以各种名目的化工品销售， 但性质和
汽柴油一样。 而这类组分和化工品并不
在消费税征收目录之中， 就可以规避甚
至偷逃掉大额的消费税。 ”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郭

焦锋说。
海关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进口的

混合芳烃、轻循环油为 2200 万吨，同比
增长一倍。 多位专家指出，这类进口资源
的主要用途就是调和汽柴油， 但因游离
在成品油消费税征收目录之外， 可规避
掉消费税。

在此背景下， 商务部石油流通专家
尹强告诉记者：“偷逃、刻意规避油品消
费税问题越来越严重。 不夸张地说，现
在这种形势已经席卷全国，尤其是 2017
年原油进口配额对部分地方炼厂放开
以来，市场上流通的隐性油品资源份额
越来越大，涉及的消费税额度达到上千
亿元。 ”

对市场公平竞争形成巨大冲击

大量隐性油品充斥市场， 在造成国家
财政流失的同时，也严重影响了市场公平。

多位专家对记者表示，隐形油品通过
规避汽柴油消费税实现了价格折扣，从而
拥有高达 1500-2500 元/吨的降价空间。

“这些隐性油品资源无论是来自炼
厂、调和，还是来自进口，从销售角度讲，
都已经进入了很多正规加油站，特别是民
营加油站。 ”李振光表示。

是时候整治逃税油品了
■■本报评论员

整治逃税油品势在必行
■■本报记者 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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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能源基础设施
“软肋”凸显

浙江等七省区能耗
不降反升被谈话

本报讯 记者姚金楠报道：5
月 13 日上午， 国家发改委环资
司司长刘德春主持召开部分节
能形势严峻地区谈话提醒视频
会议，对今年一季度能耗强度不
降反升的浙江、 广东、 广西、云
南、青海、宁夏、新疆等省区节能
主管部门负责同志进行谈话提
醒，督促有关地区认真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进一
步加大能耗双控工作力度，确保
完成本地区年度能耗双控目标
任务。

会议要求，相关地区要高度
警醒一季度严峻的节能形势，深
入分析、 深刻反思出现问题的原
因，切实采取得力措施，迅速扭转
当前工作被动局面。 要加强用能
预算管理， 强化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节能审查，加强节能监察，完善
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动
态掌握情况。 要大力推进节能降
碳重点工程， 加快推进电力、钢
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
行业节能改造，深挖节能潜力，加
快淘汰落后产能。要开展建筑、交
通、照明升级改造，推动园区能源
优化利用， 提高公共机构节能水
平。 要按照有关通知要求，进一
步加强对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的
监管，分类梳理，分类处置，把不
符合要求的“两高”项目坚决拿
下来。

会议强调，相关地区节能主
管部门要切实履职，加强工作督
促，依法推进节能工作。 要抓紧
开展“十三五”能耗双控和重点
地区减煤情况考核和自查，就一
季度能耗强度不降反升的问题
提出整改措施。 要进一步提高站
位，勇于担当，奋力作为，积极推
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尽快明
确时间表、路线图、施工图，切实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在资源
高效利用和绿色低碳发展的基
础之上。

浙江省、广东省、广西壮族
自治区、云南省、青海省、宁夏回
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
展改革委，青海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及浙江省、广东省能源局相关
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湖北省发展
改革委相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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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阳核电核能
综合利用再破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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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目标下
三问现代煤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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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要“封杀”
小微电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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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跨省区交易
还有哪些“堵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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