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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汽车相关能源、环境和交通政策研究:混合CGE模型的构建和应用》随着汽车社会的到来，汽车特别
是乘用车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性，并正在改变社会大众的出行习惯。同时，正如发达国家
所经历过的那样，在我国，随着以乘用车为主的汽车交通工具的普及，汽车交通产生的能源消费陕速
增长、城市空气质量下降、交通事故频发和交通拥堵常态化等“汽车交通外部性问题”日显突出。特
别是汽车尾气排放导致的城市空气污染，直接影响了人们的健康，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随着汽车普
及率的持续提高，汽车保有量的不断膨胀，如果没有包括新能源汽车在内的汽车“节能减排”技术水
平的迅速提高，必将导致汽车燃料消费量与尾气排放量的进一步扩大。
尽管即便是在发达国家，上述“汽车交通外部性问题”也没有获得根本性的解决，但是，发达国家已
经过了汽车市场快速增长的发展阶段，社会汽车保有量趋于稳定甚至下降。另外，发达国家在过去几
十年里，通过不断完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等规制性手段，税收和财政政策等经济手段，致力于缓
解上述“汽车交通外部性问题”，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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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般来讲，在强化油耗规制和尾气排放规制等技术标准的同时，实施以燃油税为主的行驶阶段的
汽车相关税制，是最具有效率的政策体系。然而，我国汽车销售阶段的税费比例已经占到销售价格
的1／3。即在汽车生产阶段，厂商代收消费者最终负担的增值税、消费税，购买阶段的消费者负担的
车辆购置税，保有阶段的车船税等。而行驶阶段，征收道路通行费、燃油增值税、燃油消费税等。总
的来看，基本上是以生产、购置和保有阶段为主的汽车消费征税体制，行驶阶段的税费水平相对较低
。从遏制汽车燃料消费和汽车尾气排放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税收体系导致汽车购买、保有成本较高，
行驶成本较低，不利于解决汽车交通的外部性问题，不利于节能减排，也不利于汽车产业的长期发展
。　　目前，在我国的财政和税收体制中，对高油耗汽车增税的政策意图较强，而对低油耗汽车减税
或补贴的政策意图比较薄弱，即“重惩罚而轻奖励”的政策取向较为明显。从调整汽车消费税率的政
策可以看到，对大排量汽车的增税幅度提高很大，而对小排量汽车的优惠却不明显。如果从解决“汽
车交通外部性问题”出发，那么，需要考虑在汽车生产、购置、保有、行驶和报废阶段保持税费政策
的平衡性和合理性，在降低生产、销售和保有阶段税费的基础上，提高行驶阶段的税费。　　汽车节
能技术不仅仅关系到燃料消费量，还与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削减关系密切。尽管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还
不受“京都协议书”约束，但面临的国际压力将越来越大。为此，2007年6月，我国政府公布了《中国
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针对温室气体排放削减问题，制定了到2010年的基本原则、重点削减领
域、总体削减目标和政策措施。在这项国家方案中，设定了2010年单位GDP能源消耗量在2005年水平
的基础上削减20%的总体目标。另外，指定交通运输领域为重点对策领域。在汽车相关领域，将进一
步制定奖励节能、环保小排量车、混合动力汽车、电动汽车的开发、生产和消费的税收、补助金等相
关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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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相当不错，不过真的很难，基本看不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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