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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2016 年 7 月 1 日起国家在河北开展水资源税改革试点。

2017年 12月 1日起试点扩大到包括我省在内的9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2024 年 10 月，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税务

总局、水利部联合印发《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以

下简称《实施办法》)，明确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在全国

推行水资源税改革，水资源费停止征收。

按照省政府要求，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

局、省水利厅会同省发改委、省住建厅、省水务集团、西安

市水务集团、有关市区财政局及税务局、煤炭石油电力行业

国家专业研究机构等，在国家实施方案框架下充分进行座谈

沟通调研，起草了《陕西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

务局 陕西省水利厅关于明确我省水资源税改革有关事项的

公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后续将结

合公开征求意见情况，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按程序报请省政

府同意后印发执行。

二、授权事项

《实施办法》明确了相关授权事项：

(一)第六条：公共供水管网合理漏损率由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

(二)第八条：火力发电冷却取用水可以按照实际发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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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实际取用(耗)水量计征水资源税，具体计征方式由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按照税费平移的原则确定。

(三)第九条：水资源税的适用税额由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统筹考虑本地区水资源状况、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和水资源节约保护要求，按照本办法有关规定，在所附《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水资源税最低平均税额表》规定的最低

平均税额基础上，分类确定具体适用税额。

(四)第十四条：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的水力发

电取用水的适用税额，原则上不得高于本办法实施前水资源

税(费)征收标准。

(五)第十七条：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免征或减征超过规定限额的农业生产取

用水和主要供农村人口生活用水的集中式饮水工程取用水

的水资源税。

三、基本思路

水利部发布的《中国水利资源公报 2023》数据显示，陕

西省 2023 年地表水供水量 59.2 亿 m³，居全国第 23 位；地

下水供水量 27.3 亿 m³，居全国第 9 位。陕西人均综合水资

源量约为全国人均水平的一半，居全国第 24 位，水资源相

对紧缺。国家此次改革确定了各省水资源税最低平均税额，

我省地表水水资源税最低平均税额为 0.3 元/m³、地下水水资

源税最低平均税额为 0.7 元/m³。

在国家《实施办法》的框架下，我们充分考虑陕西水资

源禀赋，全面贯彻落实国家“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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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充分发挥税收杠杆调节作用，按照税费平移原则，科

学合理设置我省水资源的税目、税额，差别化设置征税标准，

增强企业等社会主体的节水意识和动力，促进水资源循环利

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助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

四、主要内容

(一)关于水资源税税目和适用税额标准

一是划分税目。2017 年我省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办法规定，

水资源税既区分行业、地表水和地下水，又区分陕南、关中

陕北不同地域，地下水区分城镇公共供水管网覆盖区内外，

制定了包含 64 种子目的税额标准。《实施办法》规定，改革

后的水资源税实行从量计征，我省简化优化税制，水资源税

额设置将不再区分关中陕北、陕南区域，地下水取用不再区

分城镇公共供水管网覆盖区内外。拟按照水源类型分为 3 个

税目，即地表水、地下水和其他取用水等，按照取用水行业

分为 3 个子目，即“城镇公共供水企业、特种取用水、其他

行业”，“其他取用水”子目下再设置“水力发电、疏干排水、

水源热泵取用水”3 个子目，此次改革后我省水资源税共计

设置 3 大税目，包含 11 个子目。

二是调整税额标准。我省 2017 年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时

确定的税额，地表水与地下水的税额差异小，未能充分体现

国家分类调控的要求。2024 年 9 月 12 日国家召开全面推动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明确要求要实施最

严格的水资源保护利用制度，严守水资源开发利用上限，强

化地下水水位管控，加大中下游地下水超采漏斗区治理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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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加快建设节水型社会。我们统筹考

虑相关省份做法并结合我省实际，将我省城镇公共供水企业

取用地下水税额从0.3元/m³调整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0.7

元/m³，其他行业取用地下水税额据此进行相应调整，并调整

地下水与地表水之间的税额阶差，旨在促进合理利用水资源，

防止过度开采，保护我省地下水资源。同时，我们还考虑了

以下因素来确定具体税额：一是不增加普通居民生活用水和

城市公共供水企业用水负担，拟按照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设

置城镇公共供水企业取用地表水、地下水税额；二是保持一

般行业用水负担整体平稳，统一全省同一类型取用水标准；

三是引导纳税人主动安装计量设施，提高节水意识和用水效

率，科学合理调整我省疏干排水、水源热泵取用水税额。四

是按照国家要求，对特种行业取用水，从高确定税额，拟对

特种行业取用地表水的按 7 元/m³征收；对取用地下水的按

14 元/m³征收。按照《陕西省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实施细

则》（陕发改价格〔2022〕1917 号）规定，我省特种行业指

洗车、洗浴、高尔夫球场、滑雪场、足浴、以自来水为原料

的纯净水生产等。

三是规定其他特殊情形税额标准。拟平移我省 2017 年

改革试点的政策规定，即对超计划或超定额取水的（水力发

电、城镇公共供水企业取水除外），实行累进计征水资源税：

对取用水量超过年取用水计划 20%（含）以下的，超过部分

按适用税额标准的 2 倍征收；对取用水量超过年取用水计划

20%—40%（含）的，超过部分按适用税额标准的 3 倍征收；



11

对取用水量超过年取用水计划 40%以上的，超过部分按适用

税额标准的 4 倍征收。

同时，按照《实施办法》第十条规定，拟增加两类加倍

征收情形，即在水资源超载地区取用地表水、地下水的，按

照非严重短缺和超载地区适用税额标准的 1.5 倍执行，严重

短缺地区取用地表水、地下水的，按照非严重短缺和超载地

区适用税额标准的 2 倍征收。

对未经批准擅自取水的，按照适用税额标准的 4倍征收。

四是明确我省水力发电冷却取用水税额。国家规定水力

发电取用水适用税额最高不得超过每千瓦时 0.008 元。按照

平稳转换原则，我省拟平移现行水力发电取用水税额，即每

千瓦时 0.005 元。

上述有关税目、税额（含超计划取用水等情形）规定均

在《陕西省水资源税适用税额表》中体现。

（二）关于水资源税征管有关事项

一是关于公共供水管网合理漏损率。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部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意见》

（发改环资〔2023〕1193 号）规定，到 2025 年，城市公共

供水管网漏损率控制在 9%以内。结合我省实际，拟暂定我省

公共供水管网合理漏损率为 9%。

二是关于火力发电冷却用水计征方式。火力发电冷却用

水分为贯流式冷却取用水、循环式冷却取用水。贯流式冷却

取用水是指火力发电企业从江河、湖泊(含水库)等水源取水，

并对机组冷却后将水直接排入水源的取用水方式；循环式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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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取用水，是指火力发电企业从江河、湖泊(含水库)、地下

等水源取水并引入自建冷却水塔，对机组冷却后返回冷却水

塔循环利用的取用水方式。综合考虑征管和计量等因素，拟

明确我省贯流式火力发电冷却取用水按照实际发电量计征

水资源税，循环式火力发电冷却取用水按照实际取用水量计

征水资源税。

三是关于纳税人发生未安装计量设施等情形下取用水

方法核定。为推进税收制度有效衔接，落实《实施办法》第

二十六条规定：一是对开采应税矿产品的纳税人疏干排水，

拟按照吨矿产品取排水量进行折算。根据对我省榆林市、延

安市、铜川市、咸阳市、渭南市等主要产煤区的数据测算，

我省煤炭开采吨煤平均取排水量为 2.52m³，参照山西、内蒙

古等资源大省的标准，煤炭开采拟按照每吨原煤取排水 2.5m

³折算水量；根据我省石油企业有关数据，拟对石油开采按照

每吨原油取排水 6m³折算水量；其他矿产品开采拟按照水行

政主管部门确定的行业用水定额确定，适用税额为疏干排水

税额。二是除开采矿产品外，纳税人有《实施办法》第二十

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按照相应工况最大取（排）水能力核

定取水量，按照适用税额征收。相应工况最大取（排）水能

力可以从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或建设项目水资源论

证表中查询。

（三）关于减免征收情形

国家规定了全国统一减免征收的七种情形。另外，授权

各省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免征或减征超过规定限额



13

的农业生产取用水和主要供农村人口生活用水的集中式饮

水工程取用水的水资源税。我省 2017 年改革试点办法规定，

农业生产取用水在限额内免征水资源税，超出限额的从低确

定税额。此次改革，为减轻农村生活用水、农业主体生产用

水负担，提高农业生产积极性，拟对我省农业生产取用水、

主要供农村人口生活用水的集中式饮水工程取用水超出限

额的全部免征水资源税。

（四）关于水资源税收入划分

《实施办法》明确，全面实施水资源费改税试点后，水

资源税收入全部归属地方。按照 2023 年我省财政体制改革

相关事项规定，我省水资源税收入省与市区按照 70：30 的

比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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