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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就「優化稅制保持香港競爭力 」 
動議辯論開場發言 

（只有中文）  

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３日（星期三） 

  以下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五月十三日）在立法會會議上就

「優化稅制保持香港競爭力」動議辯論的開場發言全文： 
 
代主席女士： 
 
  首先，我感謝陳茂波議員提出的議案，和方剛議員、何俊仁議員及湯家驊議

員所提出的修正案，使我們可以在立法會討論有關香港稅制的問題。 
 
  今天辯論的主題是「優化稅制」以「保持香港的競爭力」，在回應議員提出

的個別措施之前，我想先與大家從一個宏觀的角度探討香港的稅制和香港競爭力

的關係，以及與大家分享我們在考慮稅務建議時一直以來持守的原則。 
 
  眾所周知，香港稅制的特點是稅率低，稅種少，稅例簡單明確，而且對任何

人和企業均一視同仁。這個優秀的稅制，配合我們審慎理財，量入為出的公共財

政政策，向來是維持香港整體競爭力的重要一環，亦備受國際的高度評價。根據

世界經濟論壇（World Economic Forum）所發表的２００８－０９「全球競爭力

報告」（The Global Competition Report），香港整體競爭力排行第十一，而其中稅

務競爭力則高踞全球第三位，高於我們區內的主要競爭對手。同樣，亞洲福布斯

（Forbes Asia）最近發表的全球「賦稅苦難指數」（Tax Misery and Reform Index）

亦把香港列為全球第三名稅務最友善的地區。政府統計處過往數年的調查亦顯

示，香港的低稅率和簡單稅制是吸引外地公司來港設立地區總部或辦事處的其中

一個最重要因素。 
 
  我們的優良稅制來之不易，必須小心保護。既然我們已有一個比全球大部分

地區都更具競爭力的稅制，我們若要加以改動，必須格外謹慎，未必適合直接套

用外國一些個別稅務措施。除了稅率較低外，我們的稅制與其他地區其中最大的

分別在於我們稅制簡單而公平。簡單是因為我們具競爭力的稅率可以省卻五花百

門的稅務優惠。公平是因為我們反對選擇性地為個別人士、企業或商業行為提供

稅務優惠。 
 
  選擇性的稅務優惠或誘因，不但違反公平原則，更會製造避稅的機會，而要

堵塞漏洞，則往往需要訂立繁複的法律條文，這不但令稅制複雜化，亦會增加課

稅成本。 
 
 



  我們稅制中另一個公平原則就是能者多付。這個原則無論在薪俸稅或利得稅

方面都已充分體現。在薪俸稅方面，我們不單實行累進稅率，更提供非常寬鬆的

各類免稅額和扣減，因此，現時３５０萬工作人口中，少於一半需要納稅，而納

稅最多的首１０萬名納稅人，稅款已佔總額６５％。在利得稅方面，為防止公司

分拆避稅，我們只實施單一稅率，這完全符合多盈利多繳稅的公平原則。而事實

上，在全港約７０萬間註冊的公司中，只有７萬多間需要納稅，而繳稅最多的 
１，０００家公司，其稅款已佔利得稅總額約７０％。由此可見，我們的稅款來

源已高度集中於極少數高收入的人士和高盈利的企業。以稅收的穩定性而言，這

不是一個健康的結構。因此，我們反對任何會加劇這種情況的建議。 
 
  除了上述的稅務原則以外，我們是否採納稅務建議的另一個重要考慮因素就

是建議對稅收的影響。今天議案中所提的大部分建議都會減少政府的稅收，其中

如集團虧損寬免和年度虧損轉回等建議，對稅收的影響更可能非常大，而且難以

評估。支持這些措施的人士往往指出不少其他國家或地區都已實行類似的措施，

因此批評香港跟不上國際步伐。 
 
  考慮這個問題時，我們不能只着眼單一措施的利弊，更重要的是，大家往往

忽略了大部分其他國家或地區之所以能夠在直接稅方面提供林林總總的稅務優

惠，其一是因為他們的稅率一般較高，其二是因為他們有相當大部分的稅收是來

自間接稅（主要是銷售稅）。不少國家甚至透過提高銷售稅以增加在直接稅方面

可減稅或提供優惠的空間。 
 
  相反，香港的稅率低、稅種少，沒有穩定和充足的間接稅來源，因此需要加

倍審慎地考慮和評估直接稅優惠措施對政府收入的影響。經驗顯示稅率尚且可以

因應情況而調整，但特定的稅務優惠一旦實施，便難以取消，因此對政府收入的

影響亦可能更長遠。在金融風暴的影響尚未見底，而政府未來五年均預測有赤字

的情況下，我們絕對不能輕率推行對政府收入有長遠和重大影響的稅務措施。 
 
  代主席女士，為了維持香港的簡單、低稅率和公平的稅制，以及考慮到對政

府財政的影響，我們認為現時不適宜引入今天議案及各項修訂中提出的稅務措

施。我稍後在聽取各位議員的意見後會就個別建議作詳細回應。 
 
  代主席女士，我謹此發言，反對今天的議案和各項修正案。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