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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观点： 
 发展历程：美国消费税始于战争期筹集资金，战后从主力税种降为辅助

税种。美国消费税萌芽于联邦政府成立之初，1791 年美国第一任财政部

长汉密尔顿对威士忌课征联邦消费税便开启了征收之路，在美国历史上

曾被用作筹集战争资金以及缓解财政赤字的重要工具。战后随着所得税

等其他税种的完善，目前消费税仅作为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共享征收的

辅助税种。1946 年美国联邦消费税占 GDP 比重达到峰值 3.1%后持续走

低，2023 年占比仅为 0.3%；1947 年酒类消费税占消费税总额高达 37%，

而后呈下降态势，进入 21 世纪后维持在 12%左右。 

 征税情况：美国消费税为三级共享税，生产环节从量计征为主。1）征税

方式，为限制纳税人数量以降低执法成本，美国联邦酒类消费税统一在

生产和进口环节从量计征，仅部分严控酒类流通的州和地方政府在批零

环节从价计征。2）征税主体来看，美国酒类消费税为三级共享税，除联

邦政府外，美国 50 个州和部分地方政府同样征收消费税。3）蒸馏酒消

费税率情况，联邦政府一般税率为每标准加仑 13.5 美元，各州再加征 0

至 36.55 美元/加仑不等的消费税；啤酒方面，联邦政府根据酒厂规模和

产量征收 0.11-0.58 美元/加仑，各州再加征 0.02-1.29 美元/加仑；葡萄

酒方面，联邦政府则根据度数不同征收 1.07-3.15 美元/加仑不等的税率，

各州再加征 0.2-3.23 美元/加仑。 

 酒类消费税发展的美国经验：1）2017 年减税降负法案通过，酒类税率

持续下行：2017年美国政府通过了《减税与就业法案》下调蒸馏酒和啤

酒联邦消费税率，从我们测算的数据来看，2022 年酒类消费税率较 2017

年下降 1.3pcts，帝亚吉欧消费税率（美国地区）从 2018 年的 12.7%下

降至 2023 年的 9.9%；2）联邦、州政府层面仅对酒类企业生产环节实施

酒税从量计征，促进产品提质提价；3）依据酒精浓度及生产规模实施差

异化税率制定：自 2018 年以来，葡萄酒税率按酒精含量、碳酸含量及其

生产方式不同划分了多个征税等级；此外，特定酒精饮料如苹果酒也有特

定税率，同时蒸馏酒的税率根据生产规模和加工要求有所不同；4）新兴

消费税的实施，或将影响消费税格局：近年来，酒精、烟草和燃料等传统

消费税的税基明显缩小，碳税、大麻税、替代烟草制品税等新兴消费税类

别不断涌现，或将改变美国消费税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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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提示：1）消费税率变化。消费税率上调后产业链中更多利润将向政府端转移，若酒企无法顺畅提价，则盈利承压。

2）行业竞争加剧。食品饮料行业目前存在竞争加剧的问题，谨防竞争恶化带来的价格战、窜货等不利影响。3）原料成

本超预期上行。若原材料价格超预期上升，食品饮料企业提价不能有效消化成本压力，行业盈利能力将持续承压。4）

食品安全风险。食品安全问题是红线，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将对行业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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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美国消费税萌芽于联邦政府成立之初，从主力税种降为辅助税种 

1.1 发展历程：美国消费税历史悠久，曾作为主力税种创收 

美国消费税萌芽于 18世纪末期。美国消费税（excise tax）始于 1791年，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为筹集财政收入以

偿还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债务，对威士忌课征联邦消费税，但在地域（美国西部农民成为该项税收法案最大受害者，西部地

区常通过将谷物酿成威士忌解决运输和储存问题，并作为家庭收入来源，同时由于西部边疆地区缺乏现金，威士忌常被用作

金融交换的媒介）和意识形态（联邦主义者与反联邦主义者）上存在较大冲突，由此引发了 1794年宾夕法尼亚州西南部的

威士忌起义；叛乱被镇压后，联邦消费税征收范围进一步扩大至烟草、精糖、马车等。 

19世纪，消费税成为联邦政府最重要的内部收入来源。由于欧洲战争带来出口需求增加，杰斐逊总统上任后在 1802年废除

美国国内所有消费税，削减开支，鼓励农产品出口；此后消费税在第二次独立战争期间（1812-1815年）被重新引入，但1817

年起再次被废除，直至南北战争（1861-1865 年）爆发，1861 年《税收法》恢复消费税；南北战争结束后，除蒸馏酒和烟

草外的多数商品及服务的消费税被取消，在此后的数十年间，消费税占据联邦收入的1/3至 1/2，成为 19世纪联邦政府最重

要的内部收入来源，尤其在战争期间关税收入下降，消费税收入重要性凸显。 

20世纪上半叶，联邦政府通过征收消费税提供战时开支。一战期间消费税成为战时开支的重要来源，1918年《税收法》增

加部分消费税暂行条例，首次对枪支、炮弹和弹药筒征收消费税，使得1914-1919年消费税收入增长 3倍；禁酒令期间（1920-

1933年）消费税收入大幅下滑，至1930年不及禁令前的一半，1933年禁酒令废除后逐步回升；二战前后消费税率全面上

调，征收范围也进一步扩大至奢侈品（如皮草等），尽管人们开始质疑征收范围的扩大使得征税成本过高而收入增长却有限，

但 1932-1942年期间国会仍然两次拒绝采用一般销售税（general sales tax）。 

20世纪下半叶至今，消费税制度迎来不断改革。1951年税收法提高了主要的消费税率（如酒精和烟草）和税基，但 1954、

1965 年消费税减税法案再次缩减征税范围及税率，尤其在 1965 年取消多数联邦消费税以助推经济扩张；在里根至布什政

府长达 20年依赖财政赤字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下，1990年代初期美国政府陷于空前规模的财政赤字中，因此 1990年《综

合预算调节法案》上调消费税率，包括蒸馏酒（此前于 1985 年上调）、啤酒和葡萄酒（此前于 1951 年上调）、烟草（此前

于 1982 年上调）、汽油（此前于 1982 年上调）等品类；21 世纪 2009 年《儿童医疗保险重新授权法案》将联邦烟草税由

0.38美元每包提高至 1.01美元每包，但烟草需求下滑导致联邦烟草税收承压；2017年《减税和就业法案》下调小规模酒类

厂商和信贷税率，有效期两年，《2021财年综合拨款法案》中进一步规定，自 2020年 12月 27日起《减税与就业法案》中

酒类消费税率规定永久生效。 

图表1 美国消费税发展历程：早期为财政收入重要来源，二战后逐步成为辅助税种 

 

资料来源：美国国会研究处，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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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二战后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税兴起，消费税逐步成为辅助税种 

美国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税分别于 1862 年、1935 年起课征，此后体量不断增长，二战结束后消费税的调节地位不断降

低，逐步成为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共享征收的辅助税种。1934年联邦消费税占联邦政府税收总收入比例为 45.8%、占GDP

比重为 2.2%，1966 年后二者分别降至 10%/1.7%，2023 年占比仅为 2%/0.3%。酒类消费税在 1947 年占消费税总额高达

37%，20世纪下半叶急剧下降，进入 21世纪后占比在 12%附近波动。 

图表2 20世纪下半叶美国联邦消费税占 GDP比重不断下滑 

 

资料来源：美国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3 20世纪下半叶美国联邦政府税收收入构成：消费税占比逐步降低 

 

资料来源：美国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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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 美国联邦酒类消费税及占比：21世纪占比较上世纪大幅下降 

 

资料来源：美国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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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美国消费税：三级共享税，联邦政府仅在生产环节从量计征 

2.1 消费税涉及多个消费行业，酒类占比仅一成 

征税内容：美国首个消费税在 1791年针对威士忌的生产征收，此后征税范围不断拓展，涉及能源、酒精、烟草等商品以及

环境污染、交通运输相关活动，其中地面运输、烟草和酒精等类别占比较高。根据美国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发布数据，剔

除负值项目后重新测算主要消费税占比，2023 年地面运输消费税占比 46.9%，包括汽油和柴油发动机燃料税、重型车辆销

售税和年度重型车辆使用税，该类消费税专门用于公路信托基金；补充医疗保险税占比 3.1%；烟草和酒类消费税分别占比

11.4%/10.6%；机场和航空消费税占比 24.8%，包括航空客票和航空货运票价消费税、航空燃料消费税，专门用于机场和航

空信托基金；此外，其他课税商品及服务还包括枪支弹药、私人基金会的净投资收益等。 

征税主体：美国消费税为三级共享税，除联邦政府外，美国 50 个州和部分地方政府同样征收消费税，主要征税商品和联邦

政府相同，各州和华盛顿特区都对汽油、酒精和烟草征收消费税；大多数州消费税占整体税收比例同样较低，根据美国人口

局 2021年发布的州和地方政府财政年度调查，2021年汽车燃料、酒精饮料和烟草消费税占州税收比例平均仅为 1.3%。 

计税方式：为限制纳税人数量以降低执法成本，美国联邦酒类消费税统一在生产和进口环节从量计征，仅部分严控酒类流通

的州和地方政府在批零环节从价计征。 

图表5 2023年美国联邦消费税构成：地面运输、机场和航线等占比较高 

 

资料来源：美国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平安证券研究所（注：剔除负值项目，如运输燃料等） 

 

2.2 蒸馏酒在酒类消费税中贡献过半，啤酒占比有所下降 

拆分联邦酒类消费税来看，分为蒸馏酒、葡萄酒、啤酒三大品类，其中蒸馏酒占比最高且自 1998年以来持续提升，其次为

啤酒、葡萄酒。美国财政部公布的 2021 财政年度联邦酒类消费税为 115.9 亿美元，其中蒸馏酒/啤酒/葡萄酒分别为

68.9/35.7/11.3亿元，占比 59.4%/30.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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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6 1990-2021财政年度美国联邦酒类消费税稳步增长 

 

资料来源：美国财政部，平安证券研究所（注：财政年度指上年 10 月至当年 9 月） 

 

图表7 1990-2021财政年度美国联邦酒类消费税结构 

 

资料来源：美国财政部，平安证券研究所（注：财政年度指上年 10 月至当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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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酒类消费税税率多次调整，蒸馏酒税率相对较高 

2.3.1 蒸馏酒：税率频繁调整，2018年引入累进税率制度 

联邦消费税率：20 世纪下半叶以来名义税率不断提高，1951 年朝鲜战争中期上调至每标准加仑 10.5 美元后保持 30余年；

1984年颁布的《赤字削减法案》将税率由每标准加仑 10.5美元上调至每标准加仑12.5美元，自 1985年 10月 1日起生效；

1990年《综合预算调节法案》将蒸馏酒税率提高至每标准加仑 13.5美元，自 1991年 1月 1日起生效；2017年《减税与就

业法案》之前，所有烈酒均实行每标准加仑 13.5美元税率，相当于每1.5盎司 13美分，但《减税与就业法案》降低了所有

生产商和进口商的烈酒税率，并引入累进消费税率。 

图表8 历史上美国蒸馏酒联邦消费税率变动情况 

日期 蒸馏酒（每标准加仑） 

1862/8/1-1864/3/7 $0.20 

1864/3/7-1864/7/1 $0.60 

1864/7/1-1865/1/1 $1.50 

1865/1/1-1868/7/20 $2.00 

1868/7/20-1872/6/6 $0.50 

1872/6/6-1875/3/3 $0.70 

1875/3/3-1894/8/27 $0.90 

1894/8/27-1917/10/3 $1.10 

1917/10/4-1919/2/24  

Basic rate $2.20 

Withdrawn for bev. Use $3.20 

1919/2/25-1927/1/1  

Basic rate $2.20 

Withdrawn for bev. Use $6.40 

1927/1/1-1928/1/1  

Basic rate $1.65 

Withdrawn for bev. Use $6.40 

1928/1/1-1934/1/11  

Basic rate $1.10 

Diverted to bev. Use $6.40 

1934/1/12-1938/6/30 $2.00 

1938/7/1-1940/6/30  

Distilled Spirits generally $2.25 

Brandy $2.00 

1940/7/1-1941/9/30  

Distilled Spirits generally $3.00 

Brandy $2.75 

1941/10/1-1942/10/31 $4.00 

1942/11/1-1944/3/31 $6.00 

1944/4/1-1951/10/31 $9.00 

1951/11/1-1985/9/30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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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10/1-1990/12/30 $12.50 

1991/1/1-2017/12/31 $13.50 

2018/1/1 至今  

优惠税率 前 10 万标准加仑$2.70；10 万至 2223 万标准加仑$13.34 

一般税率 $13.50 
 

资料来源：美国财政部烟酒税收贸易局，平安证券研究所（注：1）一标准加仑是指在 60 华氏度时酒精含量为 50%的一加仑液体烈酒；2）优惠
税率在一定销量内适用，从 2022 年起厂商必须满足最低加工要求；一般税率适用于非自己蒸馏或加工的酒厂，2022 年起适用于仅装瓶加工的蒸
馏酒厂、在年内用尽优惠税率权力的厂商） 

州和地方消费税率：部分对酒类批发或零售实行政府垄断的州在批零环节从价计征消费税，为便于比较各州税率水平，美国

蒸馏酒协会将 11%批发税率、零售商 17%和分销商 5%/10%许可费全部转换为每标准加仑税负，并将装箱/装瓶费、酒水销

售税等纳入计算，最终得到美国各州蒸馏酒消费税率范围在每标准加仑 0至 36.55美元，其中华盛顿特区以 36.55美元税率

远超其他州，其次是俄勒冈州 22.85美元、弗吉尼亚州22.04美元、阿拉巴马州 21.67美元和北卡罗来纳州 16.62美元；怀

俄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的蒸馏酒税率最低，主要由于这两州直接通过政府经营的商店从酒类销售中获得收入，并且定价足够

低以获得税收抵免，税率次低的为密苏里州，每标准加仑 2 美元，其后是科罗拉多州 2.28 美元、德克萨斯州 2.4美元和堪

萨斯州 2.5美元。 

图表9 美国各州蒸馏酒消费税率（2024年 1月数据） 

 

资料来源：美国税赋基金会，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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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啤酒：现行税率按照酒厂规模和产量实行阶梯计价 

联邦消费税率：1951年《收入法案》将啤酒联邦消费税率由每桶 8美元提高至每桶 9美元（一桶等于 31加仑），1977年起

小型酒厂（年产量不超过200万桶）享受优惠税率（前 6万桶 7美元每桶），一般税率保持不变；1990年《综合预算调节法

案》将一般税率翻倍，提高至 18美元每桶，1991年 1月 1日起生效；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将大型和小型厂商的税

率均下调，小型酒厂前 6万桶每桶3.5美元（折合为 0.11美元/加仑），超过部分每桶 16美元（折合为0.52美元/加仑），大

型酒厂前 600万桶每桶 16美元，超过部分每桶 18美元（折合为 0.58美元/加仑）。 

图表10 历史上美国啤酒联邦消费税率变动情况 

日期 啤酒（每桶 or31加仑） 

1862/9-1863/3/3 $1.00 

1863/3/3-1864/3/31 $0.60 

1864/4/1-1898/6/13 $1.00 

1898/6/14-1901/6/30 $2.00 

1901/7/1-1902/6/30 $1.60 

1902/7/1-1914/10/22 $1.00 

1914/10/23-1917/10/3 $1.50 

1917/10/4-1919/2/24 $3.00 

1919/2/25-1934/1/11 $6.00 

1934/1/12-1940/6/30 $5.00 

1940/7/1-1942/10/31 $6.00 

1942/11/1-1944/3/31 $7.00 

1944/4/1-1951/10/31 $8.00 

1951/11/1-1976/12/31 $9.00 

1977/1/1-1990/12/30 大型酒厂$9；小型酒厂前 6 万桶$7，超过部分$9 

1991/1/1-2017/12/31 大型酒厂$18/小型酒厂前 6 万桶$7，超过部分$18 

2018/1/1 至今  

优惠税率  

小型酒厂 前 6 万桶每桶$3.5，6-200 万桶每桶$16 

大型酒厂 前 600 万桶每桶$16，超过部分$18 

一般税率 $18 
 

资料来源：美国财政部烟酒税收贸易局，平安证券研究所（注：1）小型酒厂指年产量不超过 200 万桶的生产商；2）一般税率适用于不自产啤酒
的厂商以及年内用尽优惠税率权力的厂商） 

 

州和地方消费税率：各州啤酒消费税通常在生产/进口环节从量征收，部分州在批发/零售环节征收（计税方式包括从量、从

价），或向经销商征收许可费。为便于比较各州税率，将肯塔基州 10%的从价以及田纳西州每桶 35.6美元的从量批发税率全

部转换为每加仑消费税率，并将装箱/装瓶费、酒水销售税等纳入计算，最终得到美国各州啤酒消费税率范围在每加仑 0.02

美元至 1.29美元，其中最高为田纳西州 1.29美元，第二为阿拉斯加州 1.07美元，最低为怀俄明州 0.02美元，密苏里州和

威斯康星州并列第二低，为 0.06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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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1 美国各州啤酒消费税率（2024年 1月数据） 

 

资料来源：美国税赋基金会，平安证券研究所（注：图中每加仑啤酒指酒精浓度为 4.7%的 12 盎司啤酒） 

 

2.3.3 葡萄酒：税率因酒精浓度和碳酸化程度而异，1991年至今税率未调整 

联邦消费税率：葡萄酒税率因酒精浓度和碳酸化程度而异，整体而言税率自 1951年上调后至 1990年《综合预算调节法案》

颁布前保持不变，法案颁布前税率由每加仑17美分至每加仑 3.4美元不等，法案颁布后税率上调至每加仑1.07美元至每加

仑 3.4美元，其中香槟和气泡酒税率维持不变，并且国内小型酒厂前 10万加仑产量享有 90美分每加仑税收抵免；《减税与

就业法案》之前，餐酒被定义为酒精浓度小于 14%的葡萄酒，每加仑征收 1.07 美元，《减税与就业法案》放宽了餐酒的门

槛，将其酒精浓度提高至小于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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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2 历史上美国葡萄酒联邦消费税率变动情况 

日期 <14%(16%)酒精 14%(16%)-21%酒精 21%-24%酒精 

1916/9/9-1919/2/24 $0.04 $0.10  $0.25  

1919/2/25-1928/6/28 $0.16 $0.40  $1.00  

1928/6/29-1934/1/11 $0.04 $0.10  $0.25  

1934/1/12-1936/6/25 $0.10  $0.20  $0.40  

1936/6/26-1940/6/30 $0.05  $0.10  $0.20  

1940/7/1-1941/9/30 $0.06  $0.18  $0.30  

1941/10/1-1942/10/31 $0.08  $0.30  $0.65  

1942/11/1-1944/3/31 $0.10  $0.40  $1.00  

1944/4/1-1951/10/31 $0.15  $0.60  $2.00  

1951/11/1-1990/12/30 $0.17  $0.67  $2.25  

1991/1/1-2017/12/31 $1.07  $1.57  $3.15  

2018/1/1 至今 $1.07  $1.57  $3.15  
 

资料来源：美国财政部烟酒税收贸易局，平安证券研究所（注：2018 年起餐酒门槛放宽，酒精浓度小于 16%均被定义为餐酒） 

 

图表13 历史上美国香槟酒/起泡酒、人工碳酸酒联邦消费税率变动情况 

日期 香槟酒/起泡酒 日期 人工碳酸酒 

1916/9/9-1919/2/24 $0.03 1916/9/9-1919/2/24 $0.015 

1919/2/25-1934/1/11 $0.12 1919/2/25-1934/1/11 $0.06 

1934/1/12-1936/6/25 $0.05 1934/1/12-1936/6/25 $0.025 

1936/6/26-1940/6/30 $0.03 1936/6/26-1940/6/30 $0.0125 

1940/7/1-1941/9/30 $0.03 1940/7/1-1941/9/30 $0.015 

1941/10/1-1942/10/31 $0.07 1941/10/1-1942/10/31 $0.035 

1942/11/1-1944/3/31 $0.10 1942/11/1-1944/3/31 $0.05 

1944/4/1-1951/10/31 $0.15 1944/4/1-1951/10/31 $0.10 

1951/11/1-1954/12/31 $0.17 1951/11/1-1954/12/31 $0.12 

1955/1/1-2017/12/31 $3.40 1955/1/1-1990/12/31 $2.40 

2018/1/1 至今 $3.40 1991/1/1-2017/12/31 $3.30 

  2018/1/1 至今 $3.30 
 

资料来源：美国财政部烟酒税收贸易局，平安证券研究所 

州和地方消费税率：多数州均对葡萄酒生产商从量征收消费税，但部分州会根据葡萄酒类型、容器大小、酒精浓度、生产和

购买地等因素征收额外税收，例如阿肯色州和田纳西州除每加仑税收外还征收装箱费，明尼苏达州根据容器大小征收不同的

装瓶费，标准瓶税费为 0.01美元，微型瓶税费为 0.14美元。为便于比较各州税率，将批发环节 10%的从价税率转换为每加

仑从量税率，并将装箱/装瓶费、酒水销售税等纳入计算，最终得到美国各州葡萄酒消费税率范围在每加仑 0.2 美元至 3.23

美元，最高为肯塔基州 3.23美元，远高于第二名阿拉斯加的 2.5美元，其后是佛罗里达州 2.25美元、爱荷华州 1.75美元、

阿拉巴马州和新墨西哥州并列 1.70 美元，另一方面税率最低的为加利福尼亚州和德克萨斯州的 0.2 美元，其次是威斯康星

州 0.25 美元、堪萨斯州和纽约州 0.3 美元。横向与其他酒类对比，由于葡萄酒酒精浓度适中，各州葡萄酒税率通常高于啤

酒，但低于蒸馏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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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4 美国各州葡萄酒消费税率（2021年 1月数据） 

 

资料来源：美国税赋基金会，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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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酒类消费税发展的美国经验 

3.1 2017 年减税降负法案通过，酒类税率持续下行 

尽管早期美国酒类消费税率波动频繁，但为鼓励商业活动和投资，2017年美国政府通过了《减税与就业法案》，对联邦酒类

消费税进行了自 1990年以来的首次改革，下调蒸馏酒和啤酒联邦消费税率，同时进一步引入累进税率（即对大型生产商征

收更高税率），有效期自 2018年 1月 1日起生效并持续两年；《2021 财年综合拨款法案》中规定，自 2020 年 12月 27日

起《减税与就业法案》中酒类消费税率规定永久生效。我们基于美国经济分析局公布的酒厂实际总产值以及美国白宫管理和

预算办公室公布的联邦酒类消费税数据，对 2015年至 2022年间的美国联邦酒类消费税率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2015年

至 2017年期间，联邦酒类消费税率呈现稳中有增的趋势，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通过后开始持续下行，截至 2022年

下降至 12.7%，降幅为 1.3%，年均下降0.26%，尽管 2020年因疫情影响出现短暂反弹，但整体趋势仍呈下降态势。 

图表15 联邦酒类消费税率持续下行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酒厂实际总产值（百万美元） 70400 71700 70900 75100 76700 70300 79700 80600 

联邦酒类消费税（百万美元） 9639 9799 9924 10057 9992 9490 10274 10196 

联邦酒类消费税率 13.7% 13.7% 14.0% 13.4% 13.0% 13.5% 12.9% 12.7%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美国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平安证券研究所 

注：联邦酒类消费税率 = 联邦酒类消费税 / 酒厂总产值，其中酒厂总产值为葡萄酒厂、啤酒厂和蒸馏酒厂的实际总产值之和。 

从上市公司的消费税情况来看，减税降负执行后也显著减轻了企业的税赋。 

烈酒企业：2018年联邦酒类消费税率调整后，帝亚吉欧消费税率（美国地区）呈下降趋势，由2018年的 12.7%下降至2023

年的 9.9%，年均下降 0.56%，公司消费税率（整体）变化较小主要受其在英国、印度等区域消费税率增长的影响，抵消了

部分美国联邦税率调整所带来的变动。百富门消费税率（整体）呈波动下降态势，由 2018 年的 22.7%下降至 2023 年的

21.3%，年均下降 0.28%。从头部烈酒企业经营数据来看，美国联邦消费税率下调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头部烈酒企业税负。 

啤酒： 2018 年至 2023 年啤酒龙头企业莫尔森库尔斯酒业消费税率整体呈波动下降趋势，已由 2018 年的 19.3%下降至

2023年的 18.7%，变动-0.5%。 

图表16 主要上市公司经营数据：头部烈酒企业税负呈下降趋势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帝亚吉欧            

消费税率(整体) 26.2% 26.6% 32.3% 33.0% 33.5% 34.0% 33.3% 33.6% 33.5% 45.3% 37.4% 

消费税率(美国) - - 12.5% 12.6% 12.8% 12.7% 12.4% 12.1% 10.8% 9.7% 9.9% 

美国收入占比 25.5% 25.5% 22.5% 23.8% 24.1% 23.4% 24.5% 27.3% 28.4% 40.9% 40.7% 

收入同比 6.1% -9.7% 14.2% -2.0% 15.8% 1.8% 4.7% -8.3% 8.2% -19.3% 10.7% 

净利润同比 25.2% -15.9% 13.1% -4.3% 17.4% 13.4% 6.1% -56.4% 92.5% 19.3% 12.8% 

销售净利率 16.7% 15.6% 15.5% 15.1% 15.3% 17.1% 17.3% 8.2% 14.6% 21.6% 22.0% 

百富门            

消费税率(整体) 24.7% 24.2% 23.5% 23.0% 22.4% 22.7% 22.3% 21.9% 23.5% 22.6% 21.3% 

美国收入占比 41.3% 41.2% 46.0% 48.0% 48.0% 47.0% 47.0% 50.0% 50.0% 49.0% 47.0% 

收入同比 4.7% 4.3% 3.8% -2.1% -3.8% 8.9% 1.8% 0.7% 5.1% 12.3% 5.7% 

净利润同比 15.2% 11.5% 3.8% 56.0% -37.3% 7.2% 16.5% -1.0% 9.2% -7.2% -6.6% 

销售净利率 15.6% 16.7% 16.7% 26.6% 17.3% 17.1% 19.5% 19.2% 20.0% 16.5%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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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森库尔斯

酒业 
           

消费税率 29.9% 30.0% 30.4% 26.0% 18.3% 19.3% 18.7% 17.7% 21.1% 19.7% 18.7% 

美国收入占比 0.0% 2.4% 2.6% 32.1% 68.2% 67.5% 68.5% 72.7% 69.7% 69.2% 68.9% 

收入同比 6.9% -1.2% -13.5% 28.7% 104.2% -1.0% -2.5% -9.9% -12.3% 4.1% 9.4% 

净利润同比 30.5% -9.6% -29.9% 446.0% -27.5% -21.0% -78.3% 
-

484.6% 

-206.6% -118.5% -

612.8% 

销售净利率 9.6% 8.7% 7.1% 30.0% 10.7% 8.5% 1.9% -8.1% 9.8% -1.7% 8.2%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平安证券研究所 

 

3.2 联邦政府层面仅在生产环节实施酒类消费税从量计征 

为了有效降低征收成本，美国联邦政府对酒类消费税的征收仅在生产环节，且以固定从量税计征，对于高端产品而言税负相

对较低，有利于促进生产端提质提价。 

而仅部分对酒类批发或零售实行政府垄断的州，才在批零环节从价计征消费税，即使美国各州税收系统完善且普遍存在一般

消费税（sales tax），消费税后移仍未大范围采纳执行。 

 

3.3 依据酒精浓度及生产规模实施差异化税率制定 

美国酒税依据酒精含量及生产方式对不同酒类产品进行税率制定，差异化的税率管理有利于高效调控市场。自 2018年以来，

美国对葡萄酒的税率按酒精含量划分为多个等级，税率随酒精浓度的上升逐渐增加，每加仑从 1.07 美元到 3.4 美元不等。

碳酸含量也影响税率，碳酸含量较高的酒类，如人工碳酸葡萄酒和起泡葡萄酒的税率高于静止葡萄酒，每加仑分别为 3.3美

元和 3.4美元。此外，特定酒精饮料如苹果酒也有专门税率，酒精含量在 0.5%至 8.5%之间的税率为每加仑 0.226美元。蒸

馏酒的税率根据生产规模和加工要求有所不同，规模较小的生产者享有较低的税率。 

图表17 美国酒税按不同酒精浓度制定相应税率（2018年至今） 

产品 税 

平静葡萄酒 每加仑 

酒精含量：≤16%（0.392g CO2/100mL 以下） 1.07 美元 

酒精含量：16%-21%（0.392g CO2/100mL 以下） 1.57 美元 

酒精含量：21%-24%（0.392g CO2/100mL 以下） 3.15 美元 

蜂蜜酒：超过 0.64g CO2/100mL；仅从蜂蜜和水中提取；不含水果制品或水果调味料；酒精含量低于（不等

于）8.5% 
1.07 美元 

低酒精度葡萄酒：不超过 0.64g CO2/100mL；主要来源于葡萄或浓缩葡萄汁和水；除葡萄外，不含水果制品或

水果调味料；酒精含量低于（不等于）8.5% 
1.07 美元 

人工碳酸葡萄酒 每加仑 

超过 0.392g CO2/100mL - 注射或以其他方式添加 3.3 美元 

起泡葡萄酒 每加仑 

超过 0.392g CO2/100mL - 天然存在 3.4 美元 

苹果酒 每加仑 

不超过 0.64g CO2/100mL；主要来源于苹果/梨或苹果/梨浓缩汁和水；除苹果/梨外，不含其他水果制品或水

果调味料；酒精含量至少为 0.5%且低于（不等于）8.5% 
0.226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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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馏酒 度数加仑* 

所有（2022 年起适用于仅有装瓶加工的蒸馏酒厂） 13.50 美元 

减税（2022 年起适用于满足最低加工要求的具有蒸馏或加工的蒸馏酒厂） 

前 10 万度数加仑税率为

2.7 美元，10 万-2213 万

度数加仑税率为 13.34 美

元 
 

资料来源：美国财政部烟酒及贸易局（TTBGov），平安证券研究所（*度数加仑为酒精度为 100 或酒精含量为 50%的加仑液体。征收税款依产品
酒精浓度而定。） 

 

3.4 新兴消费税的实施，或将影响消费税格局 

传统的消费税征收对象，如酒精、烟草和燃料，都有既定的税率和政策。然而，近年来这些传统征收对象的税基明显缩小，

如碳税、大麻税、替代烟草制品税等新兴消费税类别不断涌现，消费税结构也发生显著变化。 

3.4.1 娱乐性大麻 

在全球范围内，大麻是使用最广泛的非法药物，其使用量在过去二十年中有所增加。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

发布的《世界毒品报告》估计，2020年，全球 15-64岁人口中有超过 4%（约 2.09亿人）在过去一年中使用过大麻。大麻

的使用、种植和在全球网络上的流通均呈上升趋势。虽然美国尚未在国家层面采取任何统一政策，但已有 21 个州立法将娱

乐性大麻的销售合法化并对其征税。各州对大麻的征税方式不同，如适用特定税种、从价税、两者兼而有之的混合方法。从

价税率适用于批发和零售层面，各州税率差异较大，从密歇根州和罗德岛州的 10%（作为独立税种，康涅狄格州采用混合税

率低至 3%）到华盛顿州的37%不等。此外，对大麻种子、花（成熟和未成熟）、叶子、修剪、克隆、整株植物、浓缩物和食

用物分别征收特定税，这些税率可能因产品中的四氢大麻酚（THC）含量而有所不同。 

3.4.2 含糖饮料税 

“糖税”已成为美国多个州政府抑制含糖饮料消费的优先选择。据《新英格兰医学期刊》（NEJM）研究预测，到 2030年，

有近 1/2的美国成年人将患肥胖症(具体数值为 48.9%)。为应对糖尿病所引起的日益严重的卫生健康问题，美国采取了一系

列措施，如加强宣传教育、实施营养标签、提高部分市场含糖饮料准入门槛等，但这些措施的成效较难量化，且难以提高公

众的控糖减糖意识，而“糖税”一方面能为政府带来税收收入，另一方面对抑制糖类饮料的消费又具有显著的效果，因此成

为美国多个州的优先选择。在美国，大部分含糖饮料税都归地方政府所用，从收入规模看，仅含糖“苏打饮料税”的年收入

规模就大约有 701亿美元，为地方政府贡献部分财政收入。目前，全美已有 33个州颁布了征收含糖饮料税的法律，加利福

尼亚州的伯克利市于 2014年 11月成为美国第一个对含糖饮料征税的城市。自 2015年起，伯克利市对包括苏打水在内的含

糖饮料正式征收每盎司 1美分的税（1美制液体盎司=29.57毫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报告指出，伯克利

市含糖饮料消费量在三年内下降 52%，而水的消费量增加 29%。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在 2017年也开始对含糖饮料征税，每

盎司征收 1.5美分，征税后，费城与周边城镇的含糖饮料消费量一年内下降了 38%。 

美国相关研究建议对不同含糖量实施分级征税，并提出了“SSB 分级税收”估算方法。具体做法是根据含糖量大小，将税

率分为三个不同等级：对于含糖量大于 20克每 8盎司的含糖饮料按第三级征税，税率为每盎司 2美分；对于含糖量大于5

克但小于 20 克每 8 盎司的含糖饮料按第二级征税，税率为每盎司 1美分；含糖量低于 5克每 8 盎司的含糖饮料免于征税。

研究预计，这种分级税每年将增加 182 亿美元的税收收入，这与按照每盎司 1.5 美分的固定税率征收所获得的 180亿美元

税收收入大致相同。 

3.4.3 塑料税 

美国塑料税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对一次性塑料（如塑料袋）征收较狭窄的税或实行禁令，二是实施广泛的塑料生产和回收

政策，包括日益增长的生产者责任延伸（EPR）运动。一次性塑料：美国没有对一次性塑料实施全国性禁令或税收，但一些

州和城市已经采取了地方政策，例如加利福尼亚州、康涅狄格州、特拉华州、夏威夷州、缅因州、纽约州、俄勒冈州和佛蒙

特州等八个州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袋，十个州对塑料（和玻璃）瓶子实行押金制度。生产者责任延伸（EPR）是一种环境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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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方法，将生产者对产品的责任延伸到产品生命周期的消费后阶段，具有两个主要特征：首先，在物理和/或经济上（全部或

部分）将处理或处置消费后产品的责任从市政当局转移到上游生产者；其次，鼓励生产者在产品设计中纳入环境因素。 

3.4.4 烟草替代制品税 

近几十年来，电子烟行业发展迅速，已成为一个成熟的产品类别，也是众多戒烟者的可行替代品。一方面，英国皇家内科医

学院和英国卫生部研究发现电子烟的危害显著小于香烟，鼓励吸烟者使用电子烟作为戒烟辅助手段，因此英国提倡将电子烟

作为吸烟的替代品。另一方面，32个国家禁止销售电子尼古丁输送系统（ENDS），至少有 50个国家对电子烟征税，但税收

政策各不相同。 

美国各州对电子烟产品的税收结构多种多样。对电子烟和 ENDS 产品征收更高的税，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吸烟者对蒸汽产品

的使用。截至 2024 年 6 月，美国尚未对电子烟或电子烟产品征收联邦税，但有 33 个州和特区对电子烟产品征收消费税。

各州征税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根据生产商、批发或零售价格（从价税）征税；二是根据产品容量或烟弹数量（从量税）

征税；三是采用分岔税制，对开放式和封闭式系统征收不同的税率。在对电子烟征税的州中，明尼苏达州征收的批发税最高，

为 95%，紧随其后的是佛蒙特州，为 92%。批发环节税负最低的州是佐治亚州，开放式系统征税税率为 7%，新罕布什尔州

征税税率为 8%。马里兰州对封闭系统征收的零售税高达 60%，内布拉斯加州对大于3毫升的容器征收的零售税低至10%。 

图表18 美国 33个州/特区电子烟税征收税率（2024年 6月数据） 

州/特区 税率 州/特区 税率 

加州 批发价的 56.32%；零售价的 12.5% 马里兰 
零售的 12%（开放式）；零售的 60%（封闭

式） 

科罗拉多州 生产价格的 50% 麻萨诸塞州 批发价的 75% 

康涅狄格州 
批发价的 10%（开放式）；每毫升 0.40 美元（封闭

式） 
明尼苏达州 批发价的 95% 

特拉华州 每毫升 0.05 美元 内布拉斯加州 
每毫升 0.05 美元(≤3 毫升)；零售价的

10%(>3 毫升) 

哥伦比亚特区 批发价的 79% 内华达州 批发价的 30% 

佐治亚州 
批发价的 7%（开放式）；每毫升 0.05 美元（封闭

式） 
新罕布什尔州 

批发价的 8%（开放式）；每毫升 0.30 美元

（非开放式） 

夏威夷 批发的 70% 新泽西州 
每毫升 0.10 美元（开放式）；零售价的 10%

（封闭式） 

伊利诺伊州 批发的 15% 新墨西哥州 批发价的 12.5%（开放式）；每盒 0.50 美元 

印第安纳州 零售的 15%（开放式）；批发的 15%（封闭式） 纽约 零售价的 20% 

堪萨斯州 每毫升 0.05 美元 北卡罗来纳州 每毫升 0.05 美元 

肯塔基州 批发的 15%（开放式）；1.50 美元/盒（封闭式） 北达科他州 每毫升 0.10 美元 

路易斯安那州 每毫升 0.15 美元 俄勒冈州 批发价的 65% 

缅因州 批发的 43% 宾夕法尼亚州 批发价的 40% 

犹他州 批发价的 56% 华盛顿 
每毫升 0.09 美元（开放式）；每毫升 0.27 美

元（封闭式） 

佛蒙特州 批发价的 92% 西弗吉尼亚州 每毫升 0.075 美元 

弗吉尼亚州 每毫升 0.066 美元 威斯康星州 每毫升 0.05 美元 

怀俄明州 批发价的 15%   
 

资料来源：美国税赋基金会，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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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风险提示 

1）消费税率变化。消费税率上调后产业链中更多利润将向政府端转移，若酒企无法顺畅提价，则盈利承压。 

2）行业竞争加剧。食品饮料行业目前存在竞争加剧的问题，谨防竞争恶化带来的价格战、窜货等不利影响。 

3）原料成本超预期上行。若原材料价格超预期上升，食品饮料企业提价不能有效消化成本压力，行业盈利能力将持续承压。 

4）食品安全风险。食品安全问题是红线，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将对行业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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