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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巴西燃油税征管

贾 谌  黄维健  杨远根

一、美国、巴西两国燃油税均

在生产环节征收

美国联邦政府从 1931 年开始征收

燃油税。当时，燃油税收入作为政府的

一般预算收入。1956年，美国国会出台

《联邦资助公路法》和《公路收入法》，规

定燃油税收入专项用于公路建设。

1988年以前，美国燃油税在零售

环节征收。由于成品油零售店（商）点

多面广，税收监管难度很大，成品油

营销秩序出现严重混乱，存在大量无

照或假照经销、倒买倒卖等非法经营

活动，造成燃油税收入大量流失。为

改变这种状况，美国联邦政府于 1988

年将汽油燃油税的征收环节，由零售

环节改在生产环节，由汽油生产商或

进口商缴纳。但柴油燃油税仍维持在

零售环节征收。改革后，汽油燃油税

偷税现象大量减少，税收增加，而柴

油燃油税偷税的问题更加突出。许多

汽油经销商转而经销柴油，倒买倒

卖，偷逃税收，尽管税务部门采取多

种措施加强税收征管，但收效不大。

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1993 年美

国联邦政府将柴油燃油税征收环节，

也由零售环节改为生产环节。这一改

革取得了明显效果，当年柴油燃油税

收入增加了 20% 左右。

在美国，除联邦政府征收燃油税

外，各州也征收燃油税。据了解，美

国各州的燃油税大多数都选择在批发环

节征收，少数州在生产环节征收，没

有一个州在零售环节征收。

巴西对汽、 柴油是作为一般商品

进行征税，没有开征专门的燃油税，

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对汽油、 柴油分别

征收工业产品税和州际商品流通及服务

税 。

工业产品税属于价外税，实行从

价定率征收，生产、 批发、零售环

节的税率均为 3.65%。为便于征管，防

止偷税，巴西政府规定，生产、批

发和零售三个环节的工业产品税，均

在生产环节一次征收，即批发、零售

环节应交纳的工业产品税，由生产企

业代扣代缴。

州际商品流通及服务税属于价内

税，生产、批发、 零售三个环节的

州际商品流通及服务税，在生产环节

一次征收，批发、零售环节应交纳的

州际商品流通及服务税，由生产企业

代扣代缴。

二、 美国燃油税的征管措施

（一）对燃油生产、批发和零售

企业油品销售实行计算机联网监控。

税务机关将纳税人的申报资料全部输入

计算机网络系统。计算机网络系统具

有自动核算与比较的功能。发现纳税

人申报材料有计算错误或申报内容不准

确，税务部门以书面形式通知纳税申

报人加以改正，或将其确定为税务部

门的实地核查对象。计算机网络系统

根据税务部门事先确定的内容和标准，

对纳税人的纳税申报守法情况进行评

分。分数高者，表明申报的错误较

多，通常被选为税务部门稽查的对

象 。
（二）对燃油流转的各个环节实

行完整、全面的记录检查制度。按税

法要求，油品经销商必须保存完整的

油品购销记录，包括收银机的销售存

根记录、发票、收据等。批发商将

油品销售给零售商时，必须保存各零

售商的资料，包括零售商的销售执照

号码和地址，购买油品的种类， 数

量、价格和日期，运销其他州的销售

记录和运货凭单等。税务部门定期或

不定期稽查纳税人的这些单证。
（三）对车辆用油实行路检。一

旦发现使用免税柴油（加色柴油）运输

的，予以重罚；对未经注册、私自经销

油品的，给予经济或刑事处罚等。

三、 借鉴与启示

通过对美国、 巴西两国燃油税制

度及征收管理情况的考察，我们感

到，燃油税征税环节的确定，对于维护

成品油的市场秩序和加强税收征管，

是至关重要的。能否有效地控制税

源，防止诱发非法经营活动，直接关

系到改革的成败。相对于生产环节或

批发环节而言，在零售环节征税，有

很大风险，美国燃油税的实践已经证

明了这一点。目前，我国从事成品油

生产的企业约有 130多家，从事成品油

批发业务的原有 8500多家，通过清理

整顿，保留 2000多家，而从事成品油

零售业务的则有 1 0 万多家，点多分

散，成份复杂。经过反复权衡，从

有利于税收征管，保持正常的成品油

流通秩序，以及调动地方政府进行改

革的积极性方面考虑，我国燃油税改

革中，选择在哪个环节征税应慎重决

策。同时，要重视和加快燃油税征管

监控制度的建设，包括油品经销许可

证制度，油品销售流向监控制度，纳

税申报及检查制度等。

（作者单位：财政部条法司 财

政部政策规划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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