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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当镇长想"搞大事$

热点锁定
! ! ! !美联航日前
发生暴力驱赶一
名越南裔乘客下
飞机的事件。该
乘客女儿（右）与
代理律师（左）"#
日举行记者会，
表示很可能就此
提起诉讼。

在美国，纳税是一门“技术活”
税法条文如“天书”填错报表要“吃”罚单

! ! ! !纳税，对于美国人来说是一年
一度的大事。联邦法律规定，今年
的截止日期是 $月 "%日。眼看着
报税季就要过去，不少美国人忙着
填写各种报税单。

在美国影视剧中，美国国内税
务局（以下简称“国税局”）是个让
美国人“闻之肝颤”的存在：大企业
老板和律师们忙着研究各种避税
方法，普通人每年一到填写报税单
时就头疼不已。

和美国国税局“斗智斗勇”不
容易：首先，要看懂天书般的税法
条文，难度堪比研读量子物理学；
打电话向国税局咨询，电话能接通
就该谢天谢地了；一不小心填错报
税表，没准罚款单就从天而降。

国税局热线难打通
阿伦·普鲁德温斯基是迈阿密

一名事业有成的企业家，但顺风顺
水的他有事咨询国税局时，也不得
不经历漫长等待。他对此早有准备，
打算靠阅读打发时间。他一边等电
话，一边在“推特”账号上调侃：“国
税局通话等候中，哪件事会先完成
呢：国税局接听了我的电话，还是我
先读完本书最后 !"页？”
他果然先读完那本书。当终于

有人接听电话时，结果也只是告诉
他，无法解决他的问题。为了同一
件事，这名公司老总打了好几通徒
劳的电话。他说，对方态度很好，但
他们就是没法告诉他：为什么他想
替一名生意合作伙伴申请缴税账
户，提交的电子表格总是不合格？

对广大纳税人来说，每年申报
缴税是项让人头痛的任务。尽管电
子申报程序省去了过去手写并递
交纸质申报单的麻烦，但税法中各
种弯弯绕绕对大多数人来说，几乎
如同量子物理学一般难以参透。

别以为可以糊弄，那样很可能
让你钱包缩水。举个例子：你想从
养老金账户里提前支取款项用作
子女大学学费的话，如果该养老账
户属于企业年金账户，你就要缴纳
一笔税金罚款，但如果是从个人养
老金账户支取，就不存在罚款。

杰夫·帕克是缅因州一名基督
教牧师，他经常向政府“祈祷”：“咱
能不能配合一下，就把我当成企业
雇员，和普通人一样定期扣税得
了？”美国税务系统对神职人员的
收入计税应用“双重标准”：他们既
是某教堂雇员，又是个体户，可按
照独立经营的小企业主标准、选择
“#副表”报税，按扣除各种工作用
支出后的收入纳税。教堂通常会给
牧师发放住房补贴，这笔补贴在联
邦个人所得税征收办法中可算作
免税收入，但在社保和自雇人员报
税系统中却非免税项目。为处理住
房补贴的报税事宜，帕克不得不另
外开了个银行账户。

普通人被查税的风险不高。国

税局要应付的日常咨询已经忙不过
来，打进来的电话约四分之一无人接
听，乃至衍生出一门新生意：一个叫
“&'(”的私人机构提供“付费插队”业
务，帮客户节省等候通话的时间。

发达国家!落后典型"

很多专家认为，就税制来说，美
国在发达国家里绝对算得上是落后
典型。首先让人头疼的地方就是繁
冗、艰涩的条文，这一弊病已是民间
笑话的“老梗”。
税务律师约瑟夫·达比说，税法

中原来有一句话，比林肯的《葛底斯
堡演讲》全文还要长，包含 $%&个单
词、&'个插入语、()个逗号、&个破
折号和 (个句号。这个长句 (*年前
终于被删掉，但税法并无实质改变。

根据国税局引用过的一项统
计，美国人每年花在计税报税上的
时间总计 +*亿小时左右。如果让一
个人替全体美国纳税人报税，需要
不眠不休工作 )*万年。即使有电子
报税软件和网上咨询系统的帮助，
仍有约六成纳税人需要花钱请会计
师等专业人士完成报税。
专家认为，简化税制能带来很

多好处，不仅能让纳税人节省时间
和金钱、减少精神压力，长远来看，
也能推动经济更快增长、提高财政
政策公平性，还能使国库更快充实、
使政府运转更高效。

税法变得越来越复杂
造成美国税法复杂的原因很

多，怨声载道的纳税人本身对此也
有“贡献”。首先，美国税制养活了一
大批人：为富人和企业记账报税是
众多会计师的生计所在。每当有国
会议员考虑改革税法提案时，总会
遭遇会计师行业的积极“公关”。其

次，各行业、各阶层纳税人的诉求会
通过选举反映在立法中。税法中同
一条款对某些人是“漏洞”，对另一
些人可能就是公平正义。还有一个
最根本的原因：现代政府需要税收
来应付庞大支出，而纳税人希望赋
税由全社会各阶层公平分担。多数
发达国家用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方法
来平衡各方利益，制度就不可避免
地变得越来越复杂。

美国建国初并无个人所得税，
南北战争时期，为筹措联邦军费开
始临时征收个人所得税，战后即废
除。直至 (,(-年，联邦政府才开始
对国内最富有人群开征费率很低的
所得税。随着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
条时期联邦政府支出项目增多，所
得税征收对象很快扩大覆盖面，到
二战结束后，税法条文已经冗杂到
连法官都大呼看不懂。&*世纪 )*

年代开始，针对很多高收入个人及
企业利用减免优惠大幅避税现象，
美国政府出台“替代性最低税”，在
征收一般所得税外，对富人原本享
有的免税收入以较低税率另行征
税。这个税种起初固然稍微缓解了
贫富不均现象，但不久便开始扩大
征收对象。

(,!+ 年，时任美国总统罗纳
德·里根推动出台了里程碑式的税
法改革法案，简化个人所得税征收
办法。然而，-*年过去了，税制改革
再无动静。

美国人希望简化税制
拉杰·阿加瓦尔是圣迭戈市森普

拉能源公司税务会计部门主管，对美
国税法的条条框框谙熟于心，但每年
一到替家人报税时，他就有种生不如
死的感觉。他家有一座房子，有投资
收入，另有一处房产供出租，把这些

资产收入一一整理填报就要花掉一
整天时间。之后，他还会“再花几天用
报税软件反复检查核对”。

希瑟·哈曼是个工薪族单身母
亲，很担心自己“填错数目”，但没钱
请会计师。幸运的是，从去年开始，
她找到了免费帮手———“所得税申
报助理志愿者”。这是由国税局赞
助、针对低收入者的福利项目。她
说，有了志愿者帮忙，每次花 &*分
钟就帮她搞定了。
尽管如此，简化税制仍是大部

分美国人的愿望。皮尤调查中心一
份报告指出，',.的美国人认为现
行税法需要大幅改革，小企业主尤
其希望简化税制。美国企业税种名
目繁多、税率较高，大企业有能力聘
请高明的税务律师和会计师琢磨合
理避税，但对普通纳税人来说，要搞
清楚收入和支出享受免税资格，谈
何容易！你知道阿拉斯加州某些部
落买捕鲸船也享有免税优惠吗？为
矫正孩子牙齿咬合不良而让孩子学
吹单簧的话，这笔学费可以免税；但
出差期间把宠物托管费用算在公务
支出里就不行；焊接工的劳动靴算
是工作支出，不用纳税，但蓝色工作
服不在此列。

&*(%年，时任众议院筹款委员
会主席的戴夫·坎普发起一场推动
全面改革税制的运动，提案包括降
低税率、简化税种、由最富有阶层承
担最重税负比例等措施。
在他眼中，美国现行税法千疮

百孔，亟需改革，这早已是各行各业
的共识。他常说：“现行税法全文长
度是《圣经》的十倍，但《圣经》中的
福音它一个都没有。”坎普没能推动
议案通过，如今在普华永道公司当
咨询师。美国税法改革什么时候到
来尚不明确，但似乎早晚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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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民众进行纳税咨询 图 %&

! ! ! !很多美国纳税家庭和个人

其实都盼着一年一度的 !报税

季"到来# 因为$可能获得退税#

无论缴税多少$ 每年报税

季$纳税人都要向国税局申报$

填写报税表% 计算个人所得税

和提交减免税资格证明# 通常

说的退税其实就是减免税后所

得# 工薪族每半月拿到薪水和

年底拿到奖金等收入时$ 通常

单位会计已经参照常规税率扣

除和上缴了当月的所得税# 而

报税人在!报税季"填报报税表

格时$算入各种合法减免税后$

其结果很可能是上缴了过多的

所得税$ 国税局要根据报税表

结果将多收的税款退还给报税

人#通常$报税后一个月左右就

能收到国税局的退税支票#

收入水平高低不同$ 能从

国税局得到的退税多少也大不

一样$从拿到几百美元退税到拿

到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美元的

退税都有# 美国税局表示$低收

入者往往都可领到退税$约半数

的退税款超过 !""美元#

收入水平不同
!退税"也不同

! ! ! !据美国&侨报'报道$一对

!"余岁的华人夫妇在美领取生

活补助金$ 妻子在美工作超过

#"年$有报税#丈夫则未在美国

打过工$自己有中国退休金# 美

国社会安全局最近去信给他

们$询问要否续约# 鉴于新总统

新政策$他们犹疑不决$日前前

往美东联成公所求助#

李女士说$ 他们夫妇领生

活补助金已数年# 她退休前在

赌场做清洁工作超过 $%年$报

足税$ 但丈夫是在中国退休后

才到美国的$ 现在还领着中国

的退休金#因为收入有限$生活

困难$ 他们均申领了生活补助

金帮补家计#

联成一名顾问认为$ 李先

生在美国没有纳过税$ 本人既

领中国退休金也领美国福利$

可能有问题# 他建议李先生不

再续期$ 李女士续期则没有问

题#这名顾问称$最近很多人到

联成求助$ 都是害怕特朗普的

移民新政# 有新移民甚至一下

飞机就急不可待地查询有什么

福利可领#其实这面临风险$因

为他们在美未纳过税#

在美华人若没纳税
领取福利或有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