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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税制及对我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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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税制，就是税收法规和稽征管理制度的总称。目前，美国实行的是联邦、州和地方（州以

下的县、市以及供水、教育、消防等特殊区域）三级财政税收体制。联邦、州、地方三级政府根据

权责划分，对税收实行彻底的分税制。联邦与州分别立法，地方税收由州决定，三级税收分开各自

进行征管。 

一、税制沿革 

美国税制从其发展的全过程看，大体经历了3 个阶段： 

第一阶段，美国独立到1861年，实行以关税为主体的间接税制。1776 年英属北美13 个殖民地

独立，1781 年-1787 年这13个州组成联邦国会。此时这一松散的州际联盟尚没有征税权。部分州只

对有些船舶征收吨税或限制关税。在全部财政收入中，税收比重极低。1787 年，美国制定新宪法，

规定联邦政府享有独立征税权。关税成为联邦的主要收入来源，此外还征收少量消费税及一些直接

税，各州政府主要课征财产税和人头税等。 

第二阶段，1861 年-1913年，逐渐从以关税为主体的间接税制向以直接税为中心的复税制转

化。这一时期，联邦政府实行扩大消费税和提高税率的政策，消费税比重急剧上升，关税退居次要

地位。至1902 年，消费税占联邦税收入总额的比例高达95%。在州一级税收收入中，财产税仍居于

主导地位。 

第三阶段，也就是1913 年以后，实行以所得税为主体的复税。1913 年，第16 次宪法修正案赋

于联邦政府以所得税征收权，美国税制开始向以所得税为主体过渡。到1917 年，所得税收入已占全

部税收收入的55%左右，1922年达65%；1937 年，开征社会保障税。1939 年制定了《国内收入法

典》，1954 年、1986 年联邦税法分别进行了调整和完善，税收收入增加很快。到目前，美国各级

政府的税收总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80%以上，联邦政府税收收入则占财政收入90%以上。 

二、联邦政府与州、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划分 

（一）财权划分 

在美国，三级政府税收收入的交叉重复较多，如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工薪税（社会保险

税）、遗产和赠与税、财产税、销售税及消费税（奢侈税或国内货物税） 都由二级或是三级政府交

叉征收，但税收来源还是有各自不同的侧重：联邦税以个人所得税、工薪税（社会保险税）和公司

所得税为主，此外还有遗产与赠与税、消费税等。但最主要税收来源还是个人所得税等。关税是由



关税署负责征收的，完全属于联邦的税种。从20 世纪50 年代至今的发展趋势上看，工薪税占联邦

税收总收入的比重逐年提高，而公司所得税所占比重则逐步下降。各州一级税制不完全一致，一般

以销售税为主，此外还有财产税、所得税、工薪税、遗产和继承税、机动车牌照税、州消费税等。

从过去若干年情况看，财产税占州一级税收总收入的比重逐步下降，而个人收入所得税所占比重逐

步上升。 

地方主要以财产税为主（占70%以上），此外有对旅馆营业、供电、电话使用征收的营业税、许

可证税等，一些非税收入，如对各种公共设施的使用收费，也是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在州和

地方政府税收收入之外，联邦政府还给予一部分资助，这部分来自联邦政府的赠款大约占到州和地

方政府财政总收入的20%左右。 

（二）事权划分 

三级政府在财政支出方面的范围和责任比较明确： 

联邦政府的支出主要用于社会保险和福利（养老保险、失业和残疾人员救济、65 岁以上退休人

员医疗保险以及针对贫困家庭的福利项目等）、国防（包括支付军队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和发展与国

防有关的原子能事业）、支付公债利息、医疗保健（针对穷人的医疗资助、培训医疗保健专业人

员、医药研究事业等）、教育（资助州和地方公立初等、中等、高等及职业技术教育）、就业（资

助社会培训和服务项目）、老兵补贴（支付二战、韩战和越战老兵的养老金、医疗、教育和人寿保

险）、交通基础设施（兴建和资助各州的高速公路、机场、铁路、航运等大型基础设施）、环境保

护（资源保护、生态保护、公共土地保养等）、基础研究（能源开发与利用、空间探索等）、资助

小企业（通过联邦小企业管理局的若干计划扶持小企业的发展）、补贴农业（对农产品补贴、资助

农业研究和农场土地保持）、救灾以及一般行政费和发展对外关系等。 

州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 

主要用于：本州本地区的公共基础教育（K- 12 计划，即从5 岁的幼儿园以及之后12 年的小

学、初中、高中公立义务教育）、公立高等教育（举办州立大学、学院）、社会福利和医疗、公共

设施、公共治安、消防及一般行政费用等。 

三、税制结构 

在美国现行税制中，以个人所得税占比重最大。1970 年代和1980 年代，美国政府对税制进行

了几次重大修改，目前税种多达80 多个，税制极其复杂，这里简要介绍几个主要税种。 

（一）个人所得税 

纳税义务人为美国公民（出生在美国的人和已加入美国国籍的人）、居民外国人（非美国公

民，但依美国移民法取得法律认可有永久性居住权持“绿卡”的人）和非居民外国人（其他外国

人）。美国公民和居民外国人要就其在全世界范围的所得纳税，而非居民外国人仅就其来源于美国

的投资所得和某些实际与在美国的经营业务有关的所得交纳联邦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的计征对象是个人的年综合收入所得，包括：（1）薪水、工资、小费等；（2）利



息收入、股息收入；（3） 赡养费收入；（4）经营商业纯收入；（5）资本收益；（6）出售或交换

企业资产之收益；（7） 养老金及养老年金收入；（8）房租、专利权、遗产、合伙收益；（9）农

场收益；（10）失业救济金；（11）其他收入（除特定的免税项目外，所有收入都应列入课税）。 

特定的免税项目是：（1）每个纳税人享有3000 美元的免税额（没有独立经济来源、依靠其生

活的配偶和每个不满17 周岁的孩子，都可获得相应3000 美元的免税额）；（2）每个65 岁以上的

老人相对于一般纳税人享有额外3000 美元的免税额；（3）每个盲人相对于一般纳税人享有额外

3000 美元的免税额。 

以下的费用可当作所得减除项目：（1）购房抵押贷款利息及其他偿付借款的利息；（2） 已缴

州和地方所得税额和财产税额（销售税额不能作为减除项目）；（3） 因公出差费；（4）因工作关

系而发生的迁移费用或交通费用；（5）慈善捐款；（6）大额医疗费用（超过收入的2%）；（7） 

取自政府储蓄计划的利息（存入个人退休储蓄户IRA的款项和存入自我雇用者退休计划户HR10 的款

项）；（8）提前领款的利息罚金；（9）抚养子女及赡养老人费用；（10） 长期居住在国外取得的

收入；（11） 军人与退伍军人的津贴和年金；（12）州与地方有奖债券利息；（13） 意外损失；

（14） 社团会员会费；（15）所得税申报费等。 

此外，为了救济穷人，联邦政府还设置了标准减除额。那些实际减除额低于标准减除额的纳税

人，都可采用标准减除额，这样就使许多穷人不用付税。 

根据上述原则和规定，从收入所得中扣除免税项目和减除项目后的余额即为实际应税所得。联

邦个人所得税依差额累进税率计税，按年计征，自行申报，每年4 月15 日为申报上一年个人所得税

的截至日期，家庭可以采用夫妇双方共同申报办法。各州个人所得税税率不尽相同（都在10%以

下），大部分实行差额累进税率，小部分州实行固定比例税率，内华达、德克萨斯、华盛顿等个别

州没有州个人收入所得税。 

（二）公司所得税纳税人为股份有限公司。 

课税对象包括：利息、股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劳务所得，贸易与经营所得，资本利

得及其他不属于个人所得的收入。联邦公司所得税有15% 、25% 、34%、38%、39%等多档税率，但实

际最高税率为35%。州和地方所得税1% -12% 不等，可在联邦税前列支。每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在其会

计年度终了之后的两个半月内均需向联邦政府申报其年终营业所得税。一般而言在计算净盈余或亏

损时，股份有限公司与其他的个人公司或合伙企业在形式上并无多大的差别，只是政府对于股份有

限公司有些特殊的规定：——股份有限公司从其他非相关企业的股份有限公司收到的股息，其85%是

免税的收入，如果是相关企业的股份有限公司，则是100%的免税. 

——联邦政府允许股份有限公司，如果其股东人数少于15人，而且只发行1 种股票，可依法申

请以小型企业、公司的名义将公司的盈利或亏损，依各股东的股比转由各股东在其个人所得税中申

报。这样，可免去被重复课税，或可利用公司的亏损与个人的收入相抵，而达到最低课税率的目的. 

——股份有限公司可设员工退休金的制度，每一个雇员，可由公司给予相当于其一年总薪资的

25%或32700 美元，择其中之少者，公司所支付的该基金的金额可作为费用。 

——股份有限公司赠与慈善机构的金额，每年不得超过其年终净利的5%，超过的部分可以在以



后的5 年内扣减。这里所谓的净利在计算时不得包括下列几项扣减额：慈善机构的捐献，股息收入

的减免额，任何以前年度亏损的抵消数额. 

——年终净亏损额可以用来与以前的3 个会计年度或以后的7 年的净利相抵. 

——其所分发的股息，不能作公司的费用，而股东则应在个人所得税中列为股息收入合伙企业

所得税的申报：合伙企业每年都要向联邦及州政府申报所得。应付的税款则由各合伙人在其个人所

得税中申报，合伙企业本身并没有纳税的义务，其年终净盈余的计算与其他形式的公司大致上是相

同的，只是合伙企业不能减免其对慈善机构的捐献，以前年度的亏损也不能与本年度的净利相抵

消，长期投资净利的减免额，也只能转移给每个合伙人。 

（三）工薪税（社会保险税） 

目的主要在于筹集专款以支付特定社会保障项目（养老金、伤残救济、遗属收入、医疗保

险）。纳税人包括一切有工作的雇员、雇主、自营业者等。税基为规定限额内的雇员工薪总额（包

括实物工资、奖金、手续费等，2002 年为84，900 美元以内，2003 年将标准提高到87，000 美

元），对超过规定最高限额的工薪额不征税；采用15.3%的单一税率，雇员和雇主各自担负7.65%

（自营业按15.3%缴税）。税基和税率可根据通货膨胀情况酌情调整，因此，工薪税占全部税收收入

的比重逐步提高。该税也是对高收入者有利的税种，因为无论穷人工资多低，都要缴税，而高收入

阶层超过最高限额的部分可以免税。 

此外，雇主还必须缴纳失业保险税。该税种采用比例税率，税基由雇员人数及支付雇员工薪数

决定。失业保险税也在各州征收，允许在州征税额中抵扣已交联邦失业保险税部分。所征税款主要

为失业工人建立保险基金。此外还有专门适用于铁路工人的“铁路退休保险税”和“铁路失业保险

税”。 

（四）州销售税 

各州税制不尽相同，纳税人大多以购买零售商品的消费者为主，在商品零售环节，由零售商对

销售价按比例税率课征，之后将税款上缴州政府。各州税率和课税对象有所不同，如新罕布什尔、

蒙他拿等州没有销售税，科罗拉多州销售税为3%，西弗吉尼亚州为6%，而加利福尼亚州最高为7% -

8.5% ；西弗吉尼亚州所有零售商品都要缴纳销售税，而临近的宾夕法尼亚州则对食品和衣服免征销

售税。 

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慈善机构、宗教组织和教育机构往往可以免缴销售税。销售税是州级税收

收入的主要来源，其主要用于支付本州的教育、公共福利和政府行政费用。 

（五）财产税 

纳税人为某些特定财富的拥有者。一般由地方政府对土地、房产和汽车、珠宝首饰、电脑、家

具等财产课税。 

四、税收稽征管理制度 

在美国，税收征管机构为国内收入局与关税署，国内收入局负责联邦国内税征收及税法案执



行、评估税负、进行税务稽查等。关税署负责关税征收。国内收入局总部只对征收工作给予概括性

指导与指示，实际征收工作由在全国分设的7 个地区税务局负责。地区税务局有权对征管中的问题

做出决定而无须总局批准。地区局下设若干区局，直接进行税收征纳管理工作。由于美国实行主动

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为主的税制，所以地区局以下实际工作主要是对纳税申报表予以审查。 

在严格税收征管的同时，美国政府也十分注重保护纳税人的权利。为此，1988 年制定了专门保

护纳税人各种权利的《纳税人权利法案》。经1994 年和1996年两次修改，该法案逐步趋于完善、具

体和明确，成为美国纳税人保护自身权利的重要法律依据。国内收入局也制定了很多规章制度，对

各级税务官员严格执行《纳税人权利法案》，为纳税人提供全面而周到的服务作了非常具体的规

定。这些，都使税务官员在执法中必须切实依法保障纳税人权利，积极为纳税人服务；另一方面，

它也培养了纳税人对税法的遵从意识，进而提高了税收征管效率。 

五、对我国的几点启示 

（一）平衡统一中央政 

府与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 

由于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财权和事权的分配涉及政府整体的运作绩效，双方在对财权进行合理

分配后，如何对等承担各自的职责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我国1994 年《预算法》的制定让财政分税

制度成为财政分权的模式。鉴于当时中央预算收入比例持续下降的状况，《预算法》相应提高了中

央财政的分配收入比例。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一定负面影响。在分税制改革之前，地方财政收入占

全国财政收入的70%以上；改革后则基本稳定在50%以下。但财政支出的变化趋势与此不同，改革

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占全国预算内财政支出的比重基本没有变化。而且，诸如基础教育、基础

设施建设、公共安全和公共卫生等原本需要中央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已经逐渐成为地方政府的重

担。针对这一问题，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平衡统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解决地方政

府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等，重点要增强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二）建立和完善省级以下分 

税制。省以下地方政府分税制缺乏明确制度安排，也是当前我国税制的问题之一。要合理确定

并给与省以下各级地方政府一定主体税种，将各种税收的比例和归属明确，使其体现地方经济增长

相关性，形成完善的地方税体系，这样税收收上来之后直接解入基层政府的国库，而不是像现在一

样先上缴省级政府然后再行划拨，保证地方经济和各级政府税收收入的稳定增长。 

（三）继续推进个人所得税制 

改革，研究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增加和完善

特定免税和减税项目，加强对高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征管。 

 

    文章来源：天津经济      （责任编辑： 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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