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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税改革与石油公司绩效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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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选取销售净利率作为衡量绩效的财务指标，同时选取2010年、2012年全国原油全部产量和平均实

现价格数据，运用因素分析法测算资源税改革对石油公司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现行资源税改革对石油公司经营

绩效影响甚微，原因在于资源税水平的提高是与石油价格不断上升和特别收益金负担的减轻相联系的。据此提出

灵活调节资源税税率、石油特别收益金起征点和完善资源税配套政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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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资源税是一种调节资源利益分配和促进资源有效开

发利用的重要手段。我国石油资源税自1984年设立以来，

征税水平一直较低、计征方式也不尽合理。国家作为石油

资源的所有者未能直接分享到原油价格上涨所带来的利

益。进入 21世纪以来，石油市场价格总体呈不断上涨趋

势，我国的石油资源税改革自然就提上了议事日程。2010
年，我国以规范石油资源利益分配、提高石油资源税水

平、完善资源税计算方式的资源税改革正式出台。

对于新一轮资源税改革，人们关注的焦点是此次改

革对石油公司的绩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为此，本文选取

销售净利率作为衡量绩效的财务指标，并选取 2010年和

2012年改革前后的有关指标进行对比，运用因素分析法

测算资源税改革对石油公司绩效的影响，得出现行资源

税改革对石油公司经营绩效影响甚微的结论。

二、文献回顾

张海星、许芬（2010）从石油天然气的价格刚性出发，

认为资源税改革可能挤压石油企业的利润空间。刘晔

（2010）对资源税改革的效应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认为

资源税税负提高会直接增大资源开采企业生产成本，从

而会影响其产量和价格。付丽（2012）提出我国资源税改

革虽然踏上了新的征程，但是其并未与资源价格形成机

制相适应，以致资源税的职能作用减弱。陈建荣、王凌等

（2012）从石油特别收益金角度入手，对比分析了国内外

石油公司的经营环境，建议进一步完善石油特别收益金

政策。王美田（2013）以东营市为例分析资源税改革对油

气资源地区经济的影响，得出现有资源税分配关系弱化

了资源税的积极效能。

黄燕芬、辛洪波等（2013）运用成本传导能力模型，对

11家煤炭开采业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认为资源税从

价计征改革对资源开采业的经济影响有限。张月玲、张玉

倩等（2011）以我国煤炭业为侧重点，实证分析了资源税

改革的动因、进程和措施，认为其会加剧煤炭企业的负担

和削弱企业的财务能力。

目前我国对于资源税改革方面的研究，主要还是理

论探索，尚缺乏实证方面分析；从内容来看缺乏从改革对

企业绩效影响方面的研究，缺乏从石油价格变化带来的

资源租变化与资源税改革关系的分析，也缺乏从广义石

油资源税和石油企业税制结构方面对资源税改革作用的

分析。本文拟综合我国石油价格、成本变动和资源税改革

与石油行业税费结构调整等多种因素，分析资源税对石

油公司绩效的影响，为石油资源税进一步改革提供参考。

三、石油资源税改革和石油资源税制结构

1. 石油资源税改革。我国资源税制度改革经历了三

个阶段：①1984 ~ 1994年，由引入资源税到逐步建立矿产

资源税制度。②2004 ~ 2005年，国家对油气资源税又进行

了多次调整与改革，合理调节石油公司与石油资源所有

者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2005年 7月，财政部联合国家税

务总局调整了原油天然气资源税税额标准，将原油从每

吨 8 ~ 30元上调至 14 ~ 30元，天然气从每千立方米 2 ~ 15
元上调至7 ~ 15元。③2010年6月，我国以新疆作为试点开

始又一次资源税重大调整，并于2010年12月和2011年11
月将资源税改革推广到西部 12个省及至全国。此次资源

税改革不仅调整了原油天然气从量计征的征收方式，改

按5%~ 10%的税率从价计征，而且提高了石油特别收益金

的起征点，由每桶 40美元调高至 55美元。这次资源税改

革对石油资源税和特别收益金的联合调整，说明仅仅考

虑狭义的石油资源税是不够的，而应该从石油资源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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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出发来探讨石油企业的资源税变革。

2. 石油资源税制结构。在资源国有制下，资源税费是

为了调节国家（所有者）和石油企业（经营者）之间的利益

关系，是资源租的一种实现方式。在各国石油资源税政策

实践中，除个别特殊的石油生产国之外，大多使用多种资

源税费来实现所有者权益的石油资源租，以调节国家与

石油公司之间的利益关系和实现多种公共福利目标。目

前我国石油资源税费体系包括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

石油特别收益金、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与价款等。多种石

油资源税费之间存在着数量上的关联，是一种此消彼长

的关系。与狭义石油资源税相对应，我们称充分实现和灵

活调节资源租水平的石油资源税费体系为广义石油资源

税，所以应从广义资源税税负变动角度来分析石油资源

税变动对石油公司绩效的影响。

我国建立的资源税是为了调节资源级差收入并体现

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权益；矿产资源补偿费是为了保障和

促进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维护国家对矿产资源的

财产权益；石油特别收益金是国家对石油开采企业销售

国产原油价格超过一定水平所获得的超额收入而征收的

一种特别费用；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与价款是对我国探

矿权申请人为取得探矿权征收的价款。本文广义资源税

包括资源税、石油特别收益金和矿产资源补偿费。

石油公司除承担资源税费体系之外，还承担了一般

企业应承担的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城市

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等。我们在分析资源税改革对

石油公司绩效影响的同时，也要考虑石油公司通行税税

负的成本。由于资源税改革仅仅影响石油开采行业绩效，

而营业税是石油公司在提供输油输气劳务时计算缴纳，

消费税是在成品油销售环节按应税产品的销售数量计算

缴纳，所以油气开采环节通行税主要包括增值税、企业所

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等。

四、研究方法及指标体系

1. 方法选择。考虑到我国国有石油公司的炼油化工

环节由于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多种原因，导致成本高、利

润低甚至亏损，因此将石油炼油环节排除在研究范围之

外。这样，石油资源税改革主要影响石油生产环节的绩

效，而石油生产环节绩效主要由石油产量、价格、成本和

税费构成，这些因素与石油生产绩效的关系是确定的，完

全可以用统计方法进行分析，因此本文最终选取因素分

析法来测算资源税改革与石油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

2. 因素分析法原理。因素分析法是将分析指标分解

为各个可以计量的因素，根据各因素之间的依存关系,顺
次用各因素的比较值替代基准值，即计算每一个因素变

动时，都是在前一次计算的基础上进行，并采用连环比较

的方法以测定各因素对分析指标的影响。具体方法为：首

先，明确各因素对财务指标的影响；其次，其他因素不变，

按顺序先假定其中一个因素变化，置换该因素数据并将

变化前后的结果进行水平比较，由此得出该因素变化对

财务指标的影响值；最后，在前一因素变化后计算结果的

基础上，再对各因素逐个进行分析。

3. 指标体系构建。反映石油公司绩效的指标有很多，

主要有销售净利率、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和营业收入

利润率等，本文选取销售净利率作为衡量石油公司绩效

的财务指标。销售净利率作为利润表的总结，是评价企业

经营绩效的重要指标。该指标越高，说明企业的经营绩效

越好，因此本文采用因素分析法对企业的销售净利率进

行分析。销售净利率与销售收入和净利润有关，根据销售

净利率转换的指标体系如下：

销售净利率=净利润÷销售收入×100%
=（销售收入-成本-税费）÷销售收入×100%
=（价格×产量-成本-税费）÷销售收入×100%
因此，销售净利率由产量、价格、成本和税费因素共

同决定，同时还要考虑汇率变化。文中税费项目按法定数

额或比率计算：资源税从量征收按原油每吨30元，从价征

收按原油销售收入 5%计算；石油特别收益金按五级超额

累进制从价定率计算；矿产资源补偿费率为石油销售收

入的1%；增值税税率为应纳税增值额的17%；企业所得税

税率为应纳税所得额的25%；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

加按实际缴纳的增值税计算，税率分别为7%、3%。

五、资源税改革对石油公司绩效的影响分析

（一）分析步骤

总体的分析思路为：首先，不考虑产量因素，测算单

位原油销售净利率因油价、成本和资源税改革而发生的

变化。其次，考虑产量因素，结合全国原油产量和平均结

算价格，运用因素分析法测算在原油开采环节收入、成本

和税费因素对销售净利率的影响。再次，将对比期在资源

税改革前后计征方式下测算的相关指标进行对比，利用

因素分析法置换税负因素，得出因资源税改革而引起的

销售净利率变化。

根据陈建荣等（2012）的统计，2011年我国三大石油

公司成本在2005年基础上增加了30美元/桶以上，即使剔

除特别收益金的影响，也提高了18 ~ 22美元/桶。其中，折

旧折耗和摊销增加 6 ~ 10美元/桶，含特别收益金的税费

增加约 16美元/桶。因此，考虑到石油生产原材料价格上

涨指数，人力费用上升或油井产量因自然递减等因素，本

文假定石油公司基期单位原油开采成本为30美元/桶（其

中除人工成本之外的含进项增值税的原材料等成本为20
美元/桶），成本按每年5%比例上升。

具体分析步骤如下：

1. 不考虑产量因素，测算单位原油销售净利率因油



□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34·2014.5下

价、成本和资源税改革而发生的变化。绩效指标销售净利

率由价格、成本和税费综合因素决定，价格受市场因素影

响，成本受管理和市场双重因素影响，税费受政府税制因

素影响。下面分为两部分来分析：

第一，价格和成本不变。当原油价格为 100美元/桶
时，即便石油公司生产成本不变，资源税改革前后单位原

油销售净利率也会发生变化，具体如表1所示：

第二，价格和成本发生变化，以 2010年为基期、2012
年为对比期，加入两年中全球布伦特原油现货价格，则资

源税改革前后单位原油销售净利率如表2所示：

2. 考虑产量因素，结合 2010年和 2012年全国原油产

量和平均价格，运用因素分析法测算在原油开采环节收

入、成本和税费因素对销售净利率的影响，如表3所示：

设Ni为销售净利率，Ai为收入，Bi为成本，Ci为总税

负，则Ni=（Ai-Bi-Ci）÷Ai×100%。

基期指标：N0=（A0-B0-C0）÷A0×100%=（1 086.36-
449.99-411.45）÷1 086.36×100%=20.70%

置 换 收 入 因 素 ：N1=（A1-B0-C0）÷A1×100%=
（1 430.35-449.99-411.45）÷1 430.35×100%=39.77%

置 换 成 本 因 素 ：N2=（A1-B1-C0）÷A1×100%=
（1 430.35-505.97-411.45）÷1 430.35×100%=35.86%

置 换 税 负 因 素 ：N3=（A1-B1-C1）÷A1×100%=
（1 430.35-505.97-638.66）÷1 430.35×100%=19.98%

N1-N0表示收入因素变动对销售净利率的影响，即：

39.77%-20.70%=19.07%；

N2-N1表示成本因素变动对销售净利率的影响，即：

35.86%-39.77%=-3.91%；

N3-N2表示税负因素变动对销售净利率的影响，即：

19.98%-35.86%=-15.88%。

3. 测算2012年资源税按改革前标准征收引起的相关

指标的变化，与表 3按改革后标准计算的数据进行对比，

利用因素分析法置换税负因素，得出因资源税改革而引

起的销售净利率变化，具体如表4所示：

收 入

成 本

石油特别收益金

资源税

矿产资源补偿费

其他税费

所得税

净利润

总税负率

销售净利率

改 革 前

100

30

21.5

0.66

1.0

15.79

7.76

23.28

46.72%

23.28%

改 革 后

100

30

15.5

5.0

1.0

15.79

8.18

24.53

45.47%

24.53%

表 1 收入成本不变条件下资源税改革前后指标比较

单位：美元/桶

注：按 1吨=7.389桶，1美元=6.13人民币，总税负率=总

税负÷销售收入×100%。

收 入

成 本

石油特别收益金

资源税

矿产资源补偿费

其他税费

所得税

净利润

总税负率

销售净利率

改革前

2010年

79.47

30

13.29

0.60

0.79

11.95

5.71

17.12

40.70%

21.55%

2012年

111.6

33.08

26.14

0.64

1.12

17.67

8.24

24.72

48.21%

22.15%

改革后

2010年

79.47

30

13.29

0.60

0.79

11.95

5.71

17.12

40.70%

21.55%

2012年

111.6

33.08

20.14

5.58

1.12

17.67

8.50

25.51

47.50%

22.86%

表 2 收入成本变化条件下资源税改革前后指标比较

单位：美元/桶

资料来源：根据中石油年报数据计算而得。

测算依据：①2010年、2012年全球布伦特原油现货价格

分别为 79.47 美元/桶、111.6 美元/桶。②改革前原油资源税

30元/吨，改革后资源税税率5%（表3同）；改革前石油特别收

益金起征点 40美元/桶，改革后起征点 55美元/桶（表 3同）；

③2010年、2012年人民币兑美元平均汇率分别为 6.77、6.31，
吨桶比7.389（表3同）。

收入（Ai）

成本（Bi）

石油特别收益金

资源税

矿产资源补偿费

其他税费

所得税

净利润

总税负（Ci）

2010年

1086.36

449.99

157.05

9.0

10.86

159.56

74.98

224.93

411.45

2012年

1430.35

505.97

239.12

71.52

14.30

218.48

95.24

285.72

638.66

表 3 考虑产量因素的资源税改革前后指标比较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中石油年报数据计算而得。

测算依据：2010 年、2012 年全国原油产量分别为 2.03

亿吨、2.07 亿吨，原油平均含税价分别为 2 628 元/吨、4 678

元/吨。

收入
（Ai）

1 430.35

成本
（Bi）

505.97

石油特别
收益金

330.89

资源
税

9.84

矿产资源
补偿费

14.30

其他
税费

218.48

所得
税

87.72

净利
润

263.15

总税负
（Ci）

661.23

表 4 对比期从量计征下销售净利率变化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中石油年报数据计算

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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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换税负因素：N4=（A1-B1-C2）÷A1×100%=（1 430.35-
505.97-661.23）÷1 430.35×100%=18.40%

N3-N4表示资源税改革对销售净利率的影响，即：

19.98%-18.40%=1.58%。

（二）资源税改革结果分析

1. 不考虑产量因素，当价格和成本不变时，资源税改

革使得单位原油销售净利率增长 1.25%，总税负率减少

1.25%；当价格和成本变化时，若两期均按改革前标准计

算，则单位原油销售净利率增长 0.60%，总税负率增长

7.51%，这个变化是受油价和成本影响的结果；若两期按

各自年度计征标准计算，则单位原油销售净利率增长

1.31%，总税负率增长6.8%，这个变化是受油价、成本和税

制改革共同影响的结果。另外，在对比期，改革后比改革

前单位原油销售净利率增长0.71%，总税负率减少0.71%，

这个变化则仅是资源税改革影响的结果。

2. 考虑产量因素，加入两期实际的全国原油产量和

平均结算价格数据，运用因素分析法我们发现，在收入、

成本和税负三大因素中，对石油公司绩效影响最大的是

收入因素，也就是油价和产量影响，占 19.07%；税负和成

本对绩效的影响分别为15.88%和3.91%。

3. 当 2012年资源税按改革前标准计算时，与表 3中

的结果进行对比，我们发现资源税改革使石油企业的总

税负率降低了 3.53%。同时使用因素分析法置换税负因

素，我们发现资源税改革对销售净利率的影响为 1.58%，

说明其是促进石油企业销售增长的积极因素。

（三）原因分析

上述分析表明，2011年全国推广的资源税改革对石

油公司绩效影响甚微。不论是否受到油价和成本因素的

影响，资源税改革均会引起石油公司销售净利率的增长。

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收入（油价和产量）是对石油公司绩效影响最

大的因素。我国资源税改革主要是因为资源企业因石油

价格引起的效益改善而导致税收结构变化的结果。因此，

石油资源税改革的实际效应是与不断上升的石油价格相

联系的。例如 2010 ~ 2012年，全球油价波动较大，平均增

长 32.13美元/桶。虽然资源税改革使 2012年广义资源税

数额较2010年大幅增长，总税负也增加，但是由于油价等

综合因素的影响，石油公司绩效增长未受到影响。

第二，此次资源税改革不仅在现有资源税从量定额

计征的基础上，增加了从价定率的计征方式，而且上调了

石油特别收益金的起征点。石油特别收益金是对暴利所

征收的一种特别税，在广义资源税中占有较大比重。此次

起征点上调所减少的税负，不但完全覆盖了因资源税从

价计征而增加的税负，而且抵消了油气资源税改革给石

油公司带来的冲击，甚至还有盈余，从而使石油公司增强

了盈利能力和增加了绩效。例如在全球油价波动不大（平

均增长 0.33美元/桶）的 2011 ~ 2012年，中石油 2012年资

源税同比增加 8 295百万元，石油特别收益金同比减少

23 339百万元；中石化 2012年资源税同比增加 4425百万

元，石油特别收益金同比减少8281百万元；二者综合影响

引起总税负降低，从而促进公司绩效指标增长。

六、资源税对石油企业成本利润率、销售净利率的影响

1. 资源税税率与成本利润率的关系。与销售净利润

对应，成本利润率是反映企业一定时期利润水平的相对

指标，也是比较同行业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该

指标越来越高，表明企业为取得利润而付出的代价越小，

成本费用控制得越好。据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报告，2012
年全国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平均水平为7.71%，而石油天

然气开采业为 58.75%。成本费用利润率=利润总额/成本

费用总额×100%，成本费用总额包括主营业务成本、销售

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之和。经测算，在其他条件不变

时，按每桶原油 100美元计算，当石油行业单位原油成本

利润率达到全国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平均水平时，资源

税税率将达到 30% ~ 35%，这是以工业平均成本利润率来

测算油气资源税税率的最高水平，具体如表5所示：

2. 资源税税率与销售净利率的关系。经初步测算，油

价为100美元/桶时，其他条件不变，资源税税率每上调一

个百分点，销售净利率将减少 0.75%，如图 1所示。当油价

为100美元/桶，成本为30美元/桶时，由表1计算可知，销

售净利率为 24.53%。此时若以 24.53%的销售净利润为基

础，那么当其他条件变化时，为了保持其最初水平，资源

税税率将如何调整，下面，我们将探讨这个问题。

资源税税率

收入

成本

总税负

利润总额

成本利润率

5%

100

30

45.47

32.71

109.02%

10%

100

30

49.22

27.71

69.26%

15%

100

30

52.97

22.71

56.76%

20%

100

30

56.72

17.71

44.26%

25%

100

30

60.47

12.71

31.76%

30%

100

30

64.22

7.71

19.26%

35%

100

30

67.97

2.71

6.76%

表 5 单位原油成本利润率随资源税税率变化

单位：美元/桶

图 1 销售净利率随资源税税率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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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持销售净利率在 24.53%水平不变时，其他条件

不变：①油价不变，成本每年增长 5%时，资源税率的变动

走势如图 2所示。②成本不变，油价在 100美元/桶的基础

上按 5美元/桶递增，资源税率的变动走势如图 3所示。

③油价和成本均以 5%水平递增时，资源税率的变动情况

如表6所示。由此可见，资源税税率的灵活调节是与油价、

成本或绩效等因素密不可分的。

七、进一步调整我国资源税政策的建议

我国资源税改革的不断调整是政府、石油企业和消

费者三方博弈的结果，寻求三者之间的利益平衡成为重

要切入点。因此，搞好资源税制改革，既要维护石油行业

的持续稳定发展，又要兼顾其他方利益。

1. 灵活调节油气资源税征收。在复杂多变的外界环

境中，油价、成本及汇率等因素均会对石油公司的经营绩

效产生影响。我国现行油气资源税采用5%的税率征收，但

在外部尤其是国际环境多变的情况下，资源税的征收标

准也会发生变化，可以根据实际需求按年度进行动态的

调整，不割裂资源税与外界因素之间的联系，合理确定适

宜的资源税税率。油价上涨或成本减少，资源税率则相应

调高，油价下跌或成本增加，资源税率则相应调低，让资

源税率与这些因素挂钩，不过度加重资源企业的税收负

担，也有效避免资源税变成累退性质的税种。

2. 根据汇率水平调整石油特别收益金起征点。从

2006年开始，我国石油特别收益金的计算基础就是石油

美元价格。随着人民币相对升值，国内对石油特别收益金

起征点的讨论也日渐热烈。如果特别收益金政策不做调

整，势必不利于石油公司的发展；如果完全按照石油行业

的呼声来调整，也难以协调与其他方的利益关系。2011年
11月，我国在设定油气资源税 5%税率的同时，调高特别

收益金起征点至 55美元/桶。通过前文的分析可知，事实

上特别收益金数额的减少完全抵减了资源税增加的税

额，没有达到改革的预期目标和实际效应。因此笔者建议

应保持石油特别收益金起征点的稳定性，以目前55美元/
桶的不变价格水平为基础，参照相应会计期间的汇率水

平，合理制定石油特别收益金的起征点。

3. 完善资源税的配套政策。目前政府向纳税人征收

石油资源的各种税项、费用和收益金，有些虽无税收之

名，但已具备准税收的性质，所以本质上还是应纳入石油

资源税的范畴，作为广义的资源税集中管理。同时，理税

清费，简化税制，建立税费合一的征收机制。1994年税改

将资源税的征收范围扩大到所有矿山，根据资源所有权

征收补偿收入，这时资源税既具有调节级差的作用，又具

有资源补偿费的性质，而且资源税改为从价计征以后，其

与矿产资源补偿费计税基础相同，性质和作用类似，所以

可以取消矿产资源补偿费，将之统一并入资源税征收。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源经济时代

矿产资源税的改革研究”（项目编号：11AJY012）和长江大

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源税改革的经济效应分析”（项

目编号：2012csz01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同时受湖北省软

科学项目“湖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绩效评价研究”

（项目编号：2012GDA01802）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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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资源税税率随成本的变化

图 3 资源税税率随收入的变化

收入

成本

总税负

资源税税率

100

30

45.47

5%

105

31.5

48.66

3.83%

110.25

33.08

52.01

2.72%

115.76

34.73

55.53

1.66%

121.55

36.47

59.23

0.65%

127.63

38.29

63.11

0

134.01

40.20

67.18

0

表 6 资源税税率随收入成本的变化 单位：美元/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