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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财政体制的基本特征

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分联邦、州和地方政府

三级。美国宪法规定，联邦政府拥有防务、外交、货

币、邮政、征税、高级司法和内部安全的权力。各州

政府拥有较大的自治权，主要是管理州内农工商、公

路交通与其它行业，举办文教卫生、公共福利与其它

民用事业，征税和组织警卫维持治安等。八万多个郡、

市、镇、村和学校特区等地方政府机构有权处理本地

事务。与政权体制相适应，美国建立了联邦、州和地

方三级财政，其主要特征如下：

（一）财政收入以税收为主。

美国财政收入中最大的收入是所得税，包括 个人

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均以累进税率课征），占美国

政府财政总收入的60% 左右。第二是销售税，占政府

财政总收入的21%。第三是财产税，占政府财政总收

入的13%。其他税收占 6 %.
（二）按照税种划分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

在美国，各级财政自成体系，都有独立的税务机

构。除关税由联邦政府掌握以外，各级政府有权课征

其他一切税收。但州以下的地方政府不另搞税法，而

是将地方税附加在州政府的税收上。

联邦政府的主要收入是所得税，占86%。州政府

的主要收入是销售税和营业税，占60% 多。地方政府

的主要收入是财产税，占80% 左右。美国各级政府间

税种的划分并不是十分严格的，例如，联邦政府从对

特殊商品和劳务的销售额征收特别消费税中得到了大

量收入，州政府也征收所得税，地方政府也征收少量

的所得税等等。但总起来看，按税种划分各级财政的

收入仍然是美国财政体制的一个明显特点。

（三）联邦政府掌握大部分财政收入.
在美国政府的全部收入中，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

占57%；州政府的占26%；地方的仅占13%。但是，

在政府支出总额中，州政府支出只占17% ，地方政府

支出却占28% 。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差额由上级政府

予以补助解决。联邦政府每年要给州和地方政府1，000

亿美元左右的拨款，约占联邦政府国内支出的30% ，

州给地方政府的拨款约为1，100 亿美元。州拨给地方

政府的补助，60%用于学校的教育经费。

二、美国财政体制的协调手段

由于美国各级政府都有自 己的财政，各级财政收

支的内容和范围重叠交错，州和地方的财政收入不上

缴，并依靠联邦政府一定的财政补贴，因而，各级政

府间的财政关系特别是州和地方政府与联邦政府间的

财政关系就显得比较复杂。为了妥善处理各级政府间

的财政关系美国采取了许多协调手段。

（一）对共同税源采取的协调手段。

美国有一些税源在各级政府之间是不划分的，这

就产生了共同税源。例如，对个人和公司所得税，联

邦政府和州政府都可以征收.在这种情况下，对共同

税源课税时，各级财政间就需要进行协调。虽然这种

协调在各州之间是不一样的，但就各级财政 之间的协

调手段而言，主要有以下四种：

（1）税收追加。1972年，对个人所得税采取了

税收追加的协调手段。经联邦和各州政府一致同意，

通过了《 1972年联邦税和州税的征收 条例》。该条例

规定，国税局有资格征收和支配州的个人所得税.在

联邦政府征收州的个人所得税时，既可以直接对个人

所得征收，也可以根据州的个人所得税占联邦税收的

比例向州征收。由于原来在联邦总收入中减去了州的

个人所得税部分，因此，联邦政府在直接征收州的个

人所得税时，必须 相 应 调整联邦课征个人所得税收

入，即加上州所得税的净减免额。根据州的个人所得

税占联邦税收的比例向州征税时，也要对课税收入作

类似的调整。

（ 2）税收豁免。在联邦政府课税时，从经过调

整的毛收入中豁免州和地方税，这也是保证联邦税制

和州、地方财政体制之间协调的一种手段（特别在协

调联邦与那些试图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州的关系方面）。

联邦政府通过免税来鼓励州政府利用特殊形式的税

收。例如，只要允许州和地方政府征收个人所得税，

就会强烈地刺激这两级政府转向更多地依靠所得税作

为其收入来源。

（ 3）税收抵付.这是联邦政府对整个财政体制

进行有效协调的一种手段。联邦遗产税是这种协调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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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一个典型例子。美国各个州之间在对死者转让的

财产征税的差异，比其它各种州税要大得多，这就使

人们从那些课高税率的州中向外迁居，到那些税率比

较优惠的州去定居。这种联邦遗产税是对遗产的全部

价值征税，但在交纳遗产税时，允许州作为对联邦税

收义务的抵付。如果州政府不征收联邦所允许抵付的

那部分税，个人就有义务向联邦 政府交纳遗产税。由

于税收抵付的办法起着鼓励下级政府勤于收税的作用

（因为上级政府赋予下级政府 抵付之权，若下级政府

不积极收税，这部分税款将归上级政府所有），这就

导致所有的州都对遗产课税，完全吸收联邦政府允许

的抵付额。运用税收抵付手段，可以 有效地决定州税

税率的变动幅度。这种协调手段更适用于统一的政体。

（4）税收分享。税收分享 作为一种协调手段，

在联邦与州的财政关 系方面，从来没有大范围地应用

过，但它被广泛地用于州与地方政府 机 构之间的财政

关系方面。税收分享的过程包括 对税 款的 征 集 和管

理，并且按规定在各级政府间进行分享。税收分享的

根本目的是为某些特殊劳务筹集资金，使得地区之间

财力均衡。

在州与地方财政体制中，分享税是集中征收的，

这不仅仅是为了提高效率，而且，在分享过程中可以

进一步保证实现州的某些财政目的。在实际执行税收

分享时，必须根据人口、财产价值、学龄儿童人数、

道路里程、地理区域，以及其它一些标 准，分享集中

征收的收入。

（二）联邦补助金手段。

这个协调手段主要是解决财政支出方面的问题，

其理论依据是：征税的政府机构并非一定是支出公共

资金的机构。如果在 各级政府 之间存在资金转移的情

况，那么，建立一种对 各 级政 府 进行财政补助的体

制，可以有效地解决财力平衡问题。

联邦政府对州和地方政府的财政 补助，无论在联

邦预算的支出中，还是在州和地方财政支出中，都占

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 后，联邦补助

金的增长比较快，实际情况见下表：

联邦补助金按大类划分有 两种形式，即有条件补

助金和无条件补助金。在 1980年财政年度中，联邦补

助金为830亿美元，其中有条件补助金 743 亿美元，无

条件补助金87亿美元。下面分别 介绍这两种不同的联

邦补助金。

（ 1）有条件补助金。是指 专门 用于州政府在经

过选择的公共劳务方面的联邦支出。接受这种补助金

的条件是：州政府必须按照规 定 的 用 途支 出这笔资

金。因此，各州接受这种补 助金以后，只能用 于建设

高速公路、职业教育等方面。在联邦财政体制中，接

受有条件补助金的州，在财政 上的独立程度就大大低

于无条件补助金或税收 分享的州。有条 件补助金的一

种典型形式是“专项补助”。联邦政府不仅规定接受

专项补助州的使用项目，而且还规定其必须按一定的

比率支付一部分资金，才有资格接受补助金。这样就

能促使州和地方政府将自己的收入直接用于那些容易

取得联邦补助金的方面。有条件补助金会刺激州和地

方政府以超过要求的劳 务标准，完成 公 共 劳 务的项

目。同时，对公共劳务的实际 管理也可以保持在州和

地方政府。在1980年的有条件补助金中，主要有三个

项目：教育、培训、就业和 社会 劳务223 亿美元；保

健145亿美元；收入保险153亿美元。

（ 2）无条件补助金。美国国会通过的 《 1972 年

州地财政援助法》 表明，在美国联邦制的历史上，联

邦政府从 七十年代就开始制定对州和地方政府无条件

补助的计划。《 援助法》 规定：在 1972—1976财政年

度中，财 政 部不必经国会逐年批准，就可将 302 亿美

元的联邦收入在五年内自动分配给各州。在各州所得

到的补助金中，三分之一直接给州政府，三分之二给

地方政府。使用这种补助金时，不要求州和地方政府

“配合” 承担一部分开支，但地方政府必须把补助金

用于 “优先项目”的支出（范围较广，如公共安全、

环境 保 护、卫生、公共运输、社会劳务等等），不得

用于其它联邦专项补助项目。

以后又出现了 “特别收入分享 计划” 和 “反周期

收入分享计划”。无论哪种收入 分享 计划，都还是无

条件补助金计划。但使 用这种补助金，基本上不限制

资金的使用范围，大大简化 了 繁 琐的 公文和管理程

序。到卡特总统执政时，就不再给州政府补贴，全部

都给地方政府，一般的市、县、镇都 可以得到一些补

助。联邦补助制度的改革，促进了州和地方财政的继

续扩大，这对联邦制结构、财政制度 和财政政策都产

生了比较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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