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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含糖饮料消费税制度设计：征收依据、国外借鉴与

总体构想
石雁茹

兰州财经大学，甘肃省兰州市，730020；

摘要：近年来，我国居民由于含糖饮料过度摄入导致肥胖率上升，糖尿病、高尿血酸症等并发症的发病率也越来

越高，我国应对含糖饮料征收消费税来引导健康消费。在理论上，信息不对称、理性成瘾和负外部性是含糖饮料

市场失灵的因素，对含糖饮料征收消费税可以很好的调节市场失灵；在实践上，是我国健康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

和符合消费税健康消费的导向。国外已有许多国家对含糖饮料征税，我国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从税种选择、

征税范围、计征方式、税率水平、税收用途和相关配套政策方面提出符合我国含糖饮料消费税的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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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

领导下，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大多数家

庭都可以有富余的钱来享受满足温饱之外的生活。同时，

随着人们思想的开放，“及时行乐”主义也越来越流行，

出现一些人尤其是年轻人喜欢享受当下。但随着生活的

改善、思想的转变，人们的健康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2023年 8 月 17日，关于《中国肥胖患病率及相关

并发症：1580 万成年人的横断面真实世界研究》报告发

表，根据报告的研究显示中国人民肥胖问题很严重，在

1580 万成年受试者中超重人群占比 34.8%，肥胖人群占

比 14.1%。丁彩翠等人
[1]
（2015）利用 Stata12 软件对

含糖饮料消费与肥胖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证明，

含糖饮料的摄入量与肥胖呈正相关；沈丽萍等人
[2]
（20

23），何海珍等人
[3]
（2018），孙艺菲等人

[4]
（2020）

通过研究发现含糖饮料的过多摄入会增加糖尿病、高尿

血酸症、癌症等疾病的发生风险，给身体带来负担。

2023年 12 月 6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官方发文，

呼吁各国提高对不健康产品的税收，对含糖饮料征税将

减少死亡人数。WHO 数据显示，全球目前有 108 个国家

对含糖饮料征税。含糖饮料属于消费品，且因消费税具

有引导消费，调节消费结构的作用，我国应在本国现实

基础上，借鉴他国经验，对含糖饮料征收消费税。

1 我国开征含糖饮料消费税的依据

1.1 理论依据：市场失灵理论

在一般不存在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市场会自动根据

需要进行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但在含糖饮料的消

费中，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理性成瘾和负外部性因素

会导致市场失灵，达不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1.2 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是市场失灵最常见的表现。在生产者与

消费者的关系中，生产者会掌握更多的信息，而消费者

很难对产品信息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对于产品的具体成

分、加工过程、是否营养等都存在信息不对称。对于含

糖饮料而言，消费者不知晓其中的含糖量也不知晓含糖

饮料的过度摄入会带来的危害，如果政府对含糖饮料的

健康信息不加以规范，生产者不提供相关的信息，很容

易导致消费者的过度消费。

1.3 理性成瘾

1988 年凯文·墨菲与盖瑞·贝克提出理性成瘾，该

理论是在权衡当下享受与远期危害后作出的理性选择。

詹妮弗·福贝通过研究发现含糖饮料会使人上瘾甚至产

生依赖，清华大学和中央财经大学研究团队通过调查发

现奶茶成瘾现象确实存在。人们在对含糖饮料成瘾的情

况下，会很难戒掉对它的饮用，饮用时会产生更大的快

感，在知道含糖饮料危害时还是会选择当下的愉悦感。

这就会使市场很难调节对含糖饮料的过度消费行为。

1.4 负外部性

含糖饮料的过度摄入会引起许多并发症，如：肥胖、

高血压、癌症等，疾病的发生会给社会和国家带来负担，

产生负的外部性。在我国医保、社保等给人民提供了好

的医疗和生活条件，疾病的发生会使国家承担一部分费

用，与此同时产生的无法就业、生活困难等问题也需要

政府提供救助，这就给国家的医疗和经济带来很大压力。

国家的财政支出大部分来自对人民的税收收入，所以这

部分成本也就转嫁给了纳税者。

1.5 含糖饮料消费税对市场失灵的作用机制

对于含糖饮料消费产生的市场失灵，就需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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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见的手”进行干预，而对含糖饮料征税不仅是目

前多数国家的选择，也是适应我国国情的选择。一是可

以减少信息不对称，通过对含糖饮料征税会引起人们对

于含糖饮料的关注度，也由此知道为什么会对含糖饮料

征税，含糖饮料存在哪些危害等；二是缓解理性成瘾行

为，在对含糖饮料征税后，其价格会提高，这会使理性

成瘾消费者进一步权衡利益，可能会减少或不购买含糖

饮料；三是矫正含糖饮料消费带来的负外部性，对含糖

饮料的征收收入可以用来补贴由于摄入含糖饮料导致

疾病产生的支出，增加财政收入，减少其他纳税人税收

支出，经济主体产生的效应由经济主体自己承担。这也

是对我国含糖饮料征税的理论依据。

2 现实依据

2.1 健康中国战略的必然要求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由于

不健康生活方式导致的疾病问题也越来越多，由此我国

对于居民健康水平也越来越重视，多次提出和推进健康

中国建设。2015 年 10 月第一次提出健康中国建设；20

16 年 8 月 26日，审议通过“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2017 年 10 月 18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

略，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

期健康服务；2022 年 4月 27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的通知，提出要推行健康的生

活方式，推进“三减三健”其中包括减糖行动。

健康中国建设为我国居民健康水平提供了一定的

保障。对含糖饮料征收消费税将为健康中国战略提供一

种新的政策工具，可以使人们意识到高糖摄入的危害，

同时含糖饮料价格提升，其购买量可能会减少，起到一

定的抑制消费作用，而由过度摄入含糖饮料引起的并发

症也会一定程度的减少，有利于为人民提供健康的生活

方式。含糖饮料征收消费税与健康中国目标一致，符合

健康中国发展战略的要求。

2.2 符合我国消费税改革方向

消费税作为我国四大税种之一，在引导消费、调节

分配和筹集收入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自 1994 年征

收消费税以来，消费税改革、制度优化等一直是人们热

议的话题。其中扩大消费税范围、利用消费税促进健康

消费是众多学者提出的改革方向。本文中对含糖饮料征

税就符合这两大改革方向。

对含糖饮料征收消费税扩大了消费税征收范围。我

国目前消费税征收范围偏窄，只包含 11 种消费品，一

些高消费品、不健康消费品还未纳入征收范围,随着人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多高档消费品、不健康消费品出

现，原本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已不适应我国市场调节需求

和发展需要。把含糖饮料纳入征税范围将扩大不健康消

费品的税目。

对含糖饮料征收消费税可以促进健康消费。许建标
[5]
（2018），尹磊，王晓

[6]
（2023）在我国消费税制度

优化上提出应将含糖饮料纳入征收范围，因含糖饮料会

严重影响健康，消费税虽有促进健康的导向，但目前的

导向性还不强，应将包含含糖饮料在内的更多不健康消

费品纳入征收范围，引导健康消费。

3 含糖饮料税的国际经验与借鉴

3.1 典型国家开征含糖饮料税的实践

2023 年 12 月 6日世界卫生组织称，目前有 108 个

国家正对某种含糖饮料征税，对含糖饮料征税将减少这

类产品消费，可以预防糖尿病、癌症等非传染性疾病。

2023 年澎湃新闻发布研究如何减少人们对含糖饮料的

摄入，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并发布了全球部分国家对

含糖饮料征税的措施，结合近几年一些国家新出台的含

糖饮料措施，整理如下图
[7]
。选取墨西哥为代表的从量

计征方式，以智利为代表的从价计征方式和以泰国为代

表的混合计证方式。

表 1 全球部分国家含糖饮料税发布时间及措施

国家 发布时间 措施

墨西哥 2014年
对加糖奶茶、苏打水、糖水及添加
糖的能量饮料等征税 1比索/升

（0.05美元/升饮料）

智利 2014年 含糖饮料征税，同时对无糖饮料减

税

多米尼加 2015年 对含糖饮料征 10%消费税

巴巴多斯 2015年

对含糖饮料（包括含糖果汁、运动

和能量饮料和苏打水，不包括不含
糖的苏打水和纯果汁）征 10%消费

税

瓦努阿图 2015年 含糖饮料征 0.47美元/升饮料

葡萄牙 2017年
<8克/百毫升饮料征收 0.15欧元

（0.1美元/升），>80克/百毫升饮
料征收 0.3欧元（0.2美元/升）

沙特阿拉

伯
2017年 对能量饮料和碳酸饮料分别征税

100%和 50%

印度 2017年 对果汁果肉饮料征税 12%，含糖饮
料征税 40%

阿联酋 2017年 对能量饮料和其他软饮料分别征税
100%和 50%

法国 2017年 含糖量>11g/100ml 的饮料征税 20
欧元/百升（0.08美元/升）

斯里兰卡 2017年 对软饮料中的每一克糖征税 0.5 卢
比（30 美分/克糖）

南非 2018年 对含糖量>4g/100ml 的饮料征税

0.21兰特/克（0.15美分/克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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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2018年

5g/100ml≤含糖量≤8g/100ml 的饮料
征税 18便士/升（0.25美元/升），

含糖量>8g/100ml的饮料征税 24便
士/升（0.34美元/升）

泰国 2019年

2017年开始对含糖饮料征税，2019
年 10月加倍征收含糖饮料税，2023
年 4 月又一次提高征税额；果蔬汁

10%，矿泉水和其他饮料 14%

西班牙 2020年

2017年加泰罗尼亚税于 2017年 5
月 1 日生效，对每 100毫升含 5至
8 克糖的饮料，征收每 100毫升 8
欧分的含糖税；2020年 10 月 27 日
西班牙政府计划对含糖和甜味饮料
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从现行的 10%提

高到 21%

俄罗斯 2023年 对含糖饮料征收每升 7 卢布消费税

哥伦比亚 2023年
自 11 月 1日起对含糖饮料征税

10%，并将在 2024年提高到 15%，
2025年提高到 20%

资料来源：文献与新闻数据整理

3.2 墨西哥

谈到含糖饮料税就不得不谈到墨西哥，墨西哥与碳

酸饮料有着一段渊源，也是征收含糖饮料税的典型国家。

1886 年可口可乐在美国诞生，美国资本家为了扩宽销路，

将消费者瞄向较为贫穷的墨西哥，在墨西哥水资源贫乏，

水是宝贵的资源，美国资本家便与当地政府签订协议，

用当地的水生产可乐，并把可乐以比水更低廉的价格卖

给消费者，福克斯在墨西哥执政 6年期间为了自身利益

大力推行可乐，在墨西哥可乐随处可见，这就使当地居

民饮用可乐比水还要多。可乐的过度饮用带来的危害正

在悄悄发生，在 2012 年一项数据显示，墨西哥有 700

万人存在超重问题，每年至少有2.4 万人死于与饮用含

糖饮料有关的糖尿病、癌症等疾病之下，意识到问题的

严重性，多方力量主张对含糖饮料征税，2013 年政府不

能在放任不管，在2013年10月通过含糖饮料征税法案。

2014 年开始正式征收含糖饮料税，主要对碳酸饮料征税，

征税范围包括添加剂、浓缩剂、粉剂、糖浆、香精等，

每升饮料征税 1索比。

墨西哥对含糖饮料征税后国内含糖饮料价格上升，

饮料消费量下降，2014 年下降 5.5%、2015 年下降 9.7%，

在含糖饮料征税两年后，墨西哥人均 BMI 下降 0.15kg/

m2，肥胖率下降2.5%。由此数据来看，墨西哥队含糖饮

料征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3.3 智利

智利与墨西哥在对含糖饮料的喜爱上有很大的相

似点，一方面智利早期有移民到此的美国人，他们带来

的饮用可口可乐的习惯对当地人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可

口可乐的广告、营销和独特的口感在智利获得很多人的

喜爱。因此，智利也逐渐成为含糖饮料的消费大国，随

之产生了肥胖率危机，为更好地引导消费者对饮品选择，

降低含糖饮料的消费，以期改善公众的整体健康，自 2

014 年起进行了含糖饮料税制度的调整，进一步来讲更

是对其糖税征收机制的完善，范围主要包括软饮料、果

汁和能量饮料等在内。早在 1979 年起，智利政府已开

始对酒精和非酒精饮料实行从价税制度。2014年，他们

调整了含糖饮料税，采用分级税率制度。对于含糖量大

于 6.25 g/100mL的饮料，税率从 13%上调至 18%；而对

于含糖量少于 6.25 g/100mL 的饮料，税率则下调至 10%。

其他饮料，如调制乳、纯果汁、纯牛奶和无味水等，仍

然不受征税影响。

3.4 泰国

泰国作为热带国家，国民非常爱吃甜食，泰国政府

在 2015 年发现，泰国人平均每天摄取 26 茶匙的糖，是

WHO 建议量的 4倍，其中大部分来自含糖饮料，随着健

康意识的觉醒，泰国政府自 2017 年开始对含糖饮料征

税。泰国的含糖饮料税政策原分四阶段实施，但由于新

冠疫情影响经济恶化，为减轻国民负担，将第三阶段延

后实施，目前实施了三个阶段,具体如下表。另外，对

于其他饮料实施差别比例税率，果蔬汁 10%，矿泉水和

其他饮料 14%。

表 2 泰国三阶段含糖饮料税

第一阶段
2017年 9月 16 日至 2019 年 9月 30 日

第二阶段
2019年 10月 1 日至 2021年 9 月 30日

第三阶段
2023年 4月 1日至 2025年 3月 31日

等级 1 含糖量<6g/100ml 免税; 含糖量<6g/100ml 免税; 含糖量<6g/100ml 免税;

等级 2 =6g~8g/100ml,每升 0.1泰铢； =6g~8g/100ml,每升 0.1泰铢； =6g~8g/100ml,每升 0.3泰铢；

等级 3 8g~10g/100ml,每升 0.3 泰铢; 8g~10g/100ml,每升 0.3泰铢; 8g~10g/100ml,每升 1 泰铢;

等级 4 10g~14g/100ml,每升 0.5 泰铢 10g~14g/100ml,每升 1 泰铢 10g~14g/100ml,每升 3 泰铢

等级 5 14g~18g/100ml,每升 1 泰铢 14g~18g/100ml,每升 3 泰铢 14g~18g/100ml,每升 5 泰铢

等级 6 18g/100ml 以上，每升 1 泰铢 18g/100ml 以上，每升 5泰铢 18g/100ml 以上，每升 5 泰铢

资料来源：文献与新闻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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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征收含糖饮料消费税的国际经验总结

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对于含糖饮料税制度的设计也

不同，从征收范围、计证方式、税率水平和税收收入用

途四个方面总结各国经验，以期可以借鉴到我国含糖饮

料征税的实际应用上。

4.1 征税范围

由于各个国家对于含糖饮料存在界定偏差，划定的

含糖饮料范围不同，所以在征收含糖饮料税时会出现不

同的征税范围。如：墨西哥把苏打水划定在含糖饮料范

围对其征税，而巴巴多斯对不含糖的苏打水不征税；印

度对果汁果肉饮料和含糖饮料实施不同的税率，而巴巴

多斯和智利对纯果汁不征税。在根据饮料的含糖量确定

税率的国家中，含糖量的范围多有不同，如：南非对含

糖量>4g/100ml的饮料征税，法国对含糖量>11g/100ml

的饮料征税 ，泰国更是把含糖量分为六个等级进行

征税。各国根据本国实际情况，找出哪种饮料或超过多

少量会带来危害，决定该对哪种饮料征税或超过多少含

糖量进行征税。

4.2 计证方式

对于含糖饮料税的计征方式各个国家有不同的选

择，主要分为从价计征、从量计征和混合计征，从价计

征和从量计征是大多数国家的选择，混合计征由于比较

繁琐选择的国家较少。如：印度、巴巴多斯、智利等国

家采用按照在含糖饮料价格基础上征收相应比例的税

收；法国、墨西哥、葡萄牙等国家选择按照饮料的容量

或含糖量进行征税；泰国则对含糖饮料实施差别定额税

率，对其他饮料实行差别比例税率。不同的计征方式发

挥不同的作用，但都会在不同程度上起到限制消费的作

用。

4.3 税率水平

在税率的设置上，不同国家的征税程度不同。在比

例税率上，多多巴斯和多米尼加仅征收 10%，而沙特阿

拉伯、阿联酋和印度征收税率最高在 40%～50%；在定额

税率上，墨西哥 0.05 美元/升饮料，法国 0.08 美元/升

饮料，瓦努阿图 0.47 美元/升饮料，瓦努阿图是墨西哥

征收税率的 9 倍之多，是法国的 5 倍之多，南非 0.15

美分/克糖，斯里兰卡 30 美分/克糖，斯里兰卡是南非

的 200 倍；泰国还将税率实施分为三个阶段，不同程度

的税率水平。由此可见，各国对于含糖饮料抑制消费的

程度不同。

4.4 税收收入用途

税款的收入一般有两种用途，一是与其他税款混合

用于国家财政收入，二是用于专项事业。在国际上大多

数国家将含糖饮料税用于健康事业，在上述说的负外部

性理论，过多摄入含糖饮料给国家、社会和纳税人带来

的负担应由征收含糖饮料税来弥补。如：法国将税款用

于医疗卫生领域，英国用于健康事业，俄国将把含糖饮

料税资金用于糖尿病治疗相关的项目。含糖饮料税用于

医疗卫生和健康等领域，可以使人们更能接受其税款的

征收。

5我国开征含糖饮料消费税的制度设计及政策

建议

本文基于理论依据、我国的现实状况和多国经验，

提出制度设计和政策建议，在其中，需灵活运用多国成

功案例，同时随时调整以确保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有效

性。

5.1 制度设计

5.2税种选择

在征收含糖饮料税的国家中，大多数国家都选择了

对含糖饮料征收消费税。因为消费税具有引导消费、筹

集收入和调节分配等作用，对含糖饮料征税主要是为了

促进健康消费，消费税在其中可以起到寓禁于征的作用，

含糖饮料如同烟酒一样都对身体有害，应将其纳入雨烟

酒同一类的消费税不健康消费品中。

5.3 征税范围

不同的国家对于含糖饮料的概念有不同的界定。在

我国，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了解到，含

糖饮料是指在饮料的制作过程中人工添加糖且含糖量

在 5%以上，含糖饮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且种

类繁多，包括最先火爆的可口可乐、主打降温去火的王

老吉凉茶、提神醒脑的雀巢咖啡饮料还有网红奶茶店的

奶茶等等，都属于含糖饮料的范围。对于类别众多、难

以区分的含糖饮料，我们可以按含糖量划分，把含糖量

5%以上纳入征收范围，对于没有人工添加糖的纯果汁、

纯牛奶和纯净水等则不征税。

5.4 计征方式

在计征方式的选择上各国都提供了不同的借鉴，从

价计征、从量计征和复合计征都各有其优缺点。从价计

征，饮料本身价格越高税率就越高，计征最为简便；从

量计征，是以含糖量或饮料容积为基进行计征，在经济

变动时难以调整；混合计征虽然结合了从价计征和从量

计征起到更好的调节作用，但操作过于繁琐。从征收含

糖饮料的目的来看主要是为了使人们摄入更少的糖分，

采用从价计征的话，饮料价格高并不代表含糖量高，从

量计征可以抑制消费者对含糖量的过度摄入，由此来看

我国应选择从量计征的方式来征收含糖饮料消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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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税率水平

经过分析，我国可以选择从量计征的方式，在从量

计征上我国还可以选择统一定额、差别定额，按饮料容

积或按饮料所含糖份计征。差别定额可以对更高的含糖

量征收更高的税额，更有利于调节消费；由于含糖量的

测算对技术有求高，选择按饮料容积计征会更加简便。

所以我国可以借鉴葡萄牙的税率，对含糖量每百毫升小

于 8克，每升征收 0.1 美元，对含糖量每百毫升大于等

于 8克，每升征收 0.2 美元。

5.6 税收收入用途

对含糖饮料征税是在我国肥胖率升高，疾病率上升，

产生负外部性的背景下征收的一种税率，该税收收入应

用于我国的健康事业，为我国医疗健康提供专项资金，

支持我国的健康中国战略，促进健康的消费模式。这也

更有利于提高纳税人对征收税款的接受程度。

6 相关配套政策建议

我国在对含糖饮料设计符合我国的征税制度之外，

也需要一些相关政策的配合，使含糖饮料消费税更好在

我国推进。

首先，通过教育宣传使民众了解含糖饮料的危害和

开征含糖饮料税的目的是必要的，如此可以使民众增加

对含糖饮料征收消费税的接受程度。政府可以在学校和

社区人员聚集、容易进行宣传、民众易于接受思想的地

方传递更全面、深入的关于含糖饮料征税的知识。此外，

可以通过媒体和有知名度的意见领袖进行科学的普及，

以使公众更深刻的理解含糖饮料对身体的危害。只有提

高公众的健康素养，才可以更好地引导他们作出健康的

消费选择。

其次，政府应对食品选择进行引导，对低糖和无糖

饮品加大支持力度。对这类产品给予优惠政策，减少生

产成本，使企业更加倾向于开发推广健康饮品。同时，

要建立标准化的健康饮品认证制度，为消费者提供可以

信赖的选择参考，使市场朝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最后，政府可以利用市场监管和法规政策等手段对

市场进行干预。如：限制含糖饮料的广告宣传，尤其是

面向儿童的广告，这有利于降低含糖饮料的影响力、知

名度和喜爱度。此外，可以通过对含糖饮料分级制度，

明确饮料含糖量的高低，减少信息不对称，也要对行业

和产品进行严格监督，使其自觉保证其饮品信息的真实

可靠。如：上海已试行对含糖饮料的“分级”标识，“红

橙绿”走进上海超市。

7 结语

在含糖饮料过度摄入导致我国居民健康水平日益

严峻的背景下，对含糖饮料征收消费税势在必行。对含

糖饮料征收消费税不仅可以调节市场失灵还符合我国

健康中国建设和消费税改革方向。如今全球众多国家对

含糖饮料征收消费税，对典型国家征税经验进行分析总

结，结合我国现实情况，提出我国应对人工添加糖且含

糖量在 5%以上的饮料征收消费税，选择差额从量计征的

方式，借鉴葡萄牙的税率水平，并对税收收入应用于我

国的医疗健康事业。最后，应从教育宣传、政府引导健

康消费、政府通过市场监管和法规手段进行干预方面配

合我国含糖饮料消费税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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