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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非营利组织的税收制度
及其借鉴
杨 龙 军 厦门大学财政系

,

福建 厦门 , 。

【摘要 】非 营利 组织在 美 国 社会经济生活 中发挥 着重要作 用
,

成

为 名 副其 实的
“
第三部 门 ” 。

在美 国
,

除 了 政府直接拨款资助外
,

主要通

过税收优惠对非 营利组织进行间接支持
,

同 时
,

还通过惩罚性税收和严

格的税收管理来限制 和规范非营利 组织的 活动
。

借鉴其经验
,

有助 于促

进我 国 非 营 利 组织 的 发展
。

【关健词 】非 营 利 组 织 祝 收 优 惠 惩 罚 性税 收 税收 管 理

中 图分类号 】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一 一 一

国 存在 着 大 量 的 民 间 非 营

利组织
,

到 年
,

其数

量已达 多万个
,

总支出

多亿美元
,

约占 的 飞
、

成为

美国的一支重要经济 力 量
,

在社

会经济生活 中 发挥着不可或缺的

作用
。

非营利组织的发展离不开

政府的支持和管理
。

在美国
,

税

收是政府规范和管理非营利组织

的最主要手段
。

本文拟对美国非

营利组织的有关税收制度进行简

要介绍
,

并就完善我国非营利组

织 的税收制 度提 出 一些建议
。

翻 口臼日峨

美 国对非 营利 组织 的 界
定

美国国 内 收入法典 以下简

称 《法典 明确规定
,

凡是其成

立宗 旨
、

工作 目标
、

活动范围符

合 价去勇功
、 、 、

或 条款规定的组织
,

称为非

营利组织
,

其基本特征是 组织

结构完善 非政府 非营利性

自 治 支持公共事业 或特定利

益
。

其中 非营利性是其最基本的

特征
,

即非营利组织不以营利为

目 的
,

即使有营利也只能 用 于组

织的既定使命
,

不能在组织成员

间 或 向 任何股 东 和私人分配利

润
。

美国非营利组织的范围非常

广泛
,

涉及社区服务
、

慈善
、

教

育
、

健康
、

文化艺术
、

环保
、

科

研
、

宗教
、

国际事务等领域
,

仅

价去券必 条款 一

项就界定了 慈善和宗教
、

社会福

利
、

法律服务
、

互助协会等 种

不同类型的非营利组织
。

基于服

务宗 旨 的不同
,

美国非营利组织

还可分为 公益性组织和互益性组

织
。

公益性组织是以社会公共利

益为服务宗 旨 的组织
,

典型的是

《法典 》 条款中以慈

善
、

宗教
、

教育
、

科学
、

文化和

公共安全等为 目 的的组织
,

包括

公益慈善团体 口 飞

和私人基金会 。七 一

,

而互益性组织则是以服

务于其成员或会员 的利益为 目 的

的组织
,

如各种工会
,

农民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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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

商会协会等
。

共 国 非曹利 组织税收制

度简介
在美国

,

非营利组织的运作

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资助
、

服务

收入及社会捐赠
。

政府除了 直接

拨款资助外
,

主要通过税收优惠

对非营利组织进行间接支持
,

体

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非营利组

织本身予以免税
,

二是对向 非营

利组织捐赠的纳税人给予税前扣

除
。

同 时
,

美国还通过征收惩罚

性税收和严格的税收管理来限制

和规范非营利组织的活动
。

一 非 营利 组织 的免税制

度

公司所得税
。

通常情况

下
,

符合 《法典 》 相关条款规定

的非营利组织
,

经美国 国 内收入

局 工 核准认定后享有免税资

格
,

其正常 的所得免交公司所得

税
。

这类组织通常也称为免税组

织或免税机构
。

正常的所得是指

这些非营利组织在从事与它们的

非营利 目标相关的事业中取得的

所得
,

包括政府拨款
、

社会捐赠

和服务性收入 包括会员费
。

非

营利组织在其 日 常业务活动 中
,

可能开展一些与其 自身免税事业

不相关的业务
,

这部分业务所得

通常称为 无关经营所得
。

无关经

营所得不能享受免税
,

须按适用

的公司 所得税率纳税
。

销售税
。

对销售给非营

利组织的商品和劳务是各州考虑

的免税对象
。

由于销售税是价外

税
,

目前各州 大多规定
,

享有免

税资格的非营利组织在购买商品

和劳务时免于支付销售税
。

财产税
。

各州及地方都

对享有免税资格的非营利组织的

财产给予免税
。

联邦失业税 下
。

联

邦失业税是美国社会保障税中相

对独立的税 目
,

只对雇主征收
,

雇员不必缴纳
。

符合 《法典 》

条款规定
,

以宗教
、

慈

善
、

教育等为 宗 旨 的 非营利 组

织
,

其支付给雇员的工薪免交联

邦失业税
,

其他非营利组织只有

在年度内对其雇员支付的工薪不

超过 美元
,

才能免交失业税
。

二 纳税人捐 赠 的税收扣

除 制 度

个人所得税
。

个人只有

向公益
‘

生组织的捐赠才能进行税

收扣除
,

并有最高限额
,

即不得

超过其
“

调整后毛所得
” 。 一

,

简称

的 名
,

但超出部分可向后结转
,

结转期限不超过 年
。

个人向私

人基金会捐赠的最高扣除额不得

超过其 工的
,

超出部分不得

结转
。

个人捐赠的财产可以分为

三类 现金 带有普通所得性质

的财物
,

如持有少于一年的股票

或商品存货 带有长期资本增益

性质的财物
,

如持有期超过一年

的股票
、

债券
、

住宅或收藏品等
。

捐赠的财产不同
,

其捐赠额的确

定也各异
。

如捐赠财产为现金
,

其捐赠额为 实 际捐赠 的现金数

额 如捐赠财产是能产生普通所

得的财物
,

贝 捐赠额为捐赠当 日

该财产的公平市场价格与该财产

调整后的基值的较小者 如果捐

赠财产是能产生长期资本利得的

财物
,

则捐赠额可以是捐赠时该

财产的公平市场价值
,

但其最高

扣除限额为 的
,

也可以选

择为 捐赠财产的调整基值
,

最高

扣除限额为 的
。

公司所得税
。

公司慈善捐

赠的税收扣除也有一些限制性规

定
。

一是必须向享有受赠资格的

公益组织捐赠才能扣除
。

二是最

高扣除限额为 在不考虑慈善捐

赠扣除
、

净经营亏损结转
、

资本

利亏结转或收受股息的扣除时所

计算的应税所得的
,

超过限

额 部分 的 捐 赠可 以 向 前结转

年
,

结转来的捐赠扣除要优先于

当年的捐赠扣除
。

三是存货的捐

赠额被限定为该存货的调整后的

基值
,

例外的情况是 当公司捐

赠的存货用 于照顾病人
、

穷人
、

儿童或用于大学
、

研究机构
、

实

验以及生物或物理学的研究教育

项 目时
,

捐赠额为该存货的公平

市价
,

减去假设该存货被以公平

市价出售的收入减去基值的差额

的 无
,

此时
,

最高限额为被捐

赠存货基值的两倍
。

娜细砚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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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与赠与税
。

遗产与

赠 与税纳税人 向 从事 宗 教
、

慈

善
、

科学
、

文学或教育 目 的 包

括艺术奖励
、

保护儿童和动物以

及鼓励 国 内 或 国 际体育运动竞

赛 的组织
、

以及用 于以上述 目

的的信托组织
,

退伍军人组织等

的捐赠
,

可以进行扣除
,

并且没

有扣 除的上限
。

三 非 营利 组织 的 惩罚 性

税收 制 度

在 日 常业务活动中
,

如果非

营利公益组织与对其事务有实质

性影响的个人进行交易
,

并产生

了有利于个人的
“

过多利益
” ,

则

该组织将被课征
“

过多利益
”

的惩罚性消费税
。

而有实质性影

响 的 个人则将被征收过 多 利 益

的消费税
,

如这种个人交易

行为在税法规定期限内仍未被改

正
,

该个人将再次被课征过多利

益 的惩罚性税收
。

过多利益

是指该组织提供的价值远高于个

人应该接受的价值
。

另外
,

若 《法

典》 条款下的私人

基金会在纳税年度内 用于慈善捐

赠等的支 出 未达到一定的 比例
,

其投资净所得将被征收 飞 的消费

税
,

如其未分配所得过多
,

过多

部分将被课征 的消费税
,

如

超过一定期限后仍未进行怡 当分

酉己
,

习冬再次面临税率为 无 的惩

罚性税收
。

此外
,

对私人基金会

的一些特殊投资
、

支出行为及资

产构成等也要征 收不 同 税率水

平的 消 费税
。

四 非 营利 组织 的 滩吃收管

理 制 度

免税资格认定制度

除教会组 织和一些规模较

」、 通常年收入不超过 美元

的组织外
,

非营利组织成立后并

非 自动获得免税资格
。

非营利组

织必须向 工 提出 申请
,

经审查

认定后方能获取免税资格
。

申请

时 须 按 规 定 填 写 免 税 申 请 表

表或 表
,

并提移针目关

法律文件和其他资料
,

包括组织

章程及其执行细则
、

雇主识别号
、

财务表报等
。

非营利组织

既可直接申请
,

也可委托律师或

会计师代为 申请
。

工 收到免税

申请后
,

将对申请资料进行严格

审查
,

尤其是申请 苟去劣功

条款的组织
,

将被进行组织
‘

生钡此式 。
,

以

审查其工作 目标是否符合免税要

求 所有收入全部用 于与宗 旨相

关的事业 组织解散时将全部财

产转交其他同类机构或政府 净

收益不用于个人利益 不参加限

制性政治活动等
。

如果非营利组

织的 申请和证明文件能满足免税

条款的要求
,

工 将颁发与其组

织类型相符的免税认定证明
。

反

之
,

则颁发不予免税证明
。

如对

工 不予免税的认定持不同意见
,

非营利组织可以向 工 申请行政

复议及 向 法院提起诉讼
。

运行性测试制度 一

己 以节

在每个纳税年度内
,

工 都

要对非营利组织的 曰 常活动
、

业

务记录
、

财务状况进行定期或不

定期检测
,

以审查该组织是否有

为私人谋利 的现象
,

有否参与限

制性活动
,

有关指标是否达到标

准
。

如该组织未能通过运行性测

试
,

将面临限期改正
、

罚款甚至

取消免税资格等处罚
。

申报制度

除有关教会组织外
,

非营利

组织必须在会计期间 期末 向

申报及提交其他资料
。

对

非营利组织按类型及规模进行分

类 申 报 管理
。

通 常 年收入超过

美元的非营利组织都必须

填写 或 一 申报表
。

如

能 同 时 满 足 年 毛 收 入 不 超 过

美元和年末总资产不超过

美元两个条件
,

莎沟时及

一 表 如不能同时满足以上两

个条件
,

则填报 表
。

私人墓

金会填宇民 一 表
,

有无关经

营所得的非营利组织须填报
一 下 表

。

另外
,

接受捐赠的公益
,

生组织还俩场财及 表宇及

告捐赠者的信息
,

所有报表须在

次年 月 日前填宇及
,

未申报或

未完整准确 申报的
,

将面临每天

美元罚款 最高处罚可达

美元或其总收入的
。

非营利组

织如在 年内 出售
,

交换或处里

可扣除慈善捐赠财产
,

除财产价

值在 美元以下或财产用于慈

理帅砚诊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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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分配夕卜 须填报 表申报
。

通过计算机对申报表及其它

信息进行比对
、

分析
、

审核
,

并

将可疑信息作为确定税务审计对

象 的依据
。

信息披露制度

在美国
,

非营利组织必须通

过一定形式将其免税 申请表
、

有

关证明文件
、

免税资格证明及最

近 年的 申报表等资料和信息向

社会公开和披露
,

接受社会公众

的监督
。

任何人均可通过信函
、

传真
、

互联网
、

电子邮件
、

实地

调 查 等方式 索 取所需信息和材

料
,

了 解和监督非营利组织的财

务状况
、

内 部结构及运行情况
。

非营利组织有义务满足社会公众

的 监督需 求
,

如 不接 受 公众监

督
,

拒绝提供资料
,

不协助调查

等都将被 工 处以严厉罚款
。

以上分析可见
,

美国非营利

组织 的税收制 度 有 以下基本特

点 ①由税法对非营利组织做出

了 统一
、

规范的界定 ②优惠税

制与惩罚性税制相配合
,

既鼓励

非营利组织的发展
,

又限制其非

规范性活动 ③公益性组织与互

益性组织区别对待
,

重点支持公

益性组织 ④严格的税收管理
。

对 美 国 非 营利 组织税制

的 借鉴
与 美 国 等 多 数 国 家 非 营利

组织税制相比
,

我国现行非营利

组织的税收制度仍有诸 多局限

如法制条件不完备 免税政策营

利性与非营利性不分 捐赠的税

收扣除标准不统一 非营利组织

的税收管理不到位等
。

为促进我

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
,

有必要借

鉴美国的经验
,

完善我国非营利

组织 的税收制度
。

完善法制条件
。

借鉴美

国 的做法
,

我国可以按照一定标

准如行业
、

业务性质
、

活动范围
、

目标宗 旨等进行分类
,

明确区分

和具体界定非营利组织的营利性

和非营利性
,

公益性和 互益性
,

为 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创造 良好的

法制条件
,

也可为 非营利组织税

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依据
。

以非营利性为原则制定

免税政策
。

我国税法应借鉴和参

考有关非营利组织法律法规对非

营利性具体标准和特征的界定
,

并将其作为制定免税政策的基本

原则
。

即对符合非营利性规定条

件且实质上从事非营利活动的组

织予 以法定免税待遇
,

而对那些

不符合非营利
‘

生规定条件的组织

或即使符合非营利性规定条件
,

但有来 自与非营利活动无关的收

入
,

要依法征税
。

如对个人或社

会为获取投资 回报而举办的营利

性民办教育机构
、

托儿所
、

养老

服务机构等
,

不能给予免税
。

考

虑到非营利组织主要从事服务性

活动
,

免税宜以所得税
、

财产税
、

营业税等为主
,

应尽量避免增值

税
、

消 费税等税种的选择
。

以公益性为原则确定捐

赠的税收扣除政策
。

虽然现行政

策规定纳税人用于公益
、

救济性

捐赠可以进行税收扣 除
,

但我国

对受赠机构的公益性与互益性未

作严格区分
,

并且税收扣除的标

准不统一
,

既增加 了政策的操作

难度
,

又造成各类非营利组织的

不公平待遇
。

借鉴美国经验
,

我

国税法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制定

公益性组织的界定标准
,

明确对

公益性组织 的 捐赠予 以税收扣

除
,

而对互益性组织的捐赠则不

予税收扣除
,

以保证捐赠财产服

务于社会公众利益
。

同 时
,

对现

行税收扣除标准不统一的政策进

行调整
,

建议将个人各种捐赠的

扣除标准统一为年应纳税所得额

的
,

将企事业单位
、

社会团

体等各种捐赠的扣 除标准统一为

年应纳税所得额的
,

超过限

额部分可以向 后结转
,

但最长不

超过 年
。

加强非营利组织的税收

管理
。

我国大多数事业单位
、

社

会团体
、

民办非企业单位等 习惯

上 由行业主管部门
、

财政部门及

民政部门管理
,

基本未纳入税收

管理
,

税务机关并未真正掌握其

营利或非营利情况
。

为保证非营

利组织规范运作
,

必须强化非营

利组织的税收管理 ①实行免税

资格核准制
。

非营利组织是否享

有免税 资格必须 由 税务机关核

娜狠砚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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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

②推行申报制度
。

无论非营

利组织是否享有免税资格
,

必须

定期 向主管税务机关 申报其业务

收入
、

接受捐赠
、

活动支 出等信

息
,

年末须提交有关业务活动年

度报告和财务报告
。

③开展税务

检查
。

税务机关应定期对非营利

组织的业务活动
,

免税与应税的

划分
,

申 报准确 与 否等进行检

查
。

④披礴有关信息
。

要求非营

利 性组 织通过一定形式将其性

质
、

免税资格
、

申报表
、

财务收

支等信息向社会公布和披礴
,

接

受社会公众监督
。

对违反税收管

理规定的非营利组织
,

要按照税

收征管法的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

罚
。

番

国际比较
张 同 青 东北财经大学

,

辽宁 大连

包 晓 艳 南伊利诺伊大学会计学院
,

美国

参 考 文 献

财政部 《税收制度 国 际比较 》课

题组 灸国 税制 【
,

北京 中 国 时政经

济 出版社

吴 忠泽等 著 发送 国 家 非政府

组织管 理制 度 【
,

北京 时 事 出版社

邵金 容著 非 营 利 组织 与 免税

【 】
,

北 京 社 会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

李允展 非 营 利机构 托起 美国

社会的 第三只 手 刀洲
脚

, 一

” ,

, ,

一

。

【摘 要 房 产 税是 财 产 税 的 主要 内 容
,

古今 中 外
,

普

遮移民征
。

各国房产税税制在征收范围
、

征收对象
、

计幸毛有交据
、

税

率设里和税收优惠政策上都有相 同 点和不 同 点
。

我 国 房产 占有

课税改革应结合本国 国 情并借鉴其他 国 家的一些做法
。

【关键词 】房 产 占 有课税 国 际 比 较 借 鉴

【中 图分类号 】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一 一 一

岛
产税属于财产税体系 中 的个别财产税

。

目 前各国征收的

房产税
,

按课税对象形态来分
,

交易或转移所有权过程 中 征税两种
。

有对存在状态课税和在

前者指对纳税人在一定

时期或一定时点上所拥有的房产本身根据其价值或数工经常

课征的一种税
,

而后者仅是在房产交易或赠送
、

遗产交付等

所有权变动时才课征的税收
,

它属于所得税和流转税性质
。

因

此只有对房产 占有或存量的课税
,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房产税
,

本文只研究房产 占有课税
。

房产 占有课税的 国 际比较
世界各国和地区 的房产课税制度有相 同 或近似之处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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