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辭 

立法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就「公共財政政策的檢討」 

動議辯論總結發言 

（只有中文） 

 

２０１１年１月１９日（星期三） 

  以下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一月十九日）在立法會會議上就

「公共財政政策的檢討」動議辯論的總結發言全文： 

 

主席： 

 

  我感謝各位議員就「公共財政政策的檢討」這項議案發表了很多意見。就着大家

關心的課題，我有以下的回應。 

 

公共財政政策 

  《基本法》第一○七條規定，特區政府的財政預算以量入為出為原則，力求

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率相適應。我們亦一直奉行審慎

理財、應使則使的公共財政政策。這是過去多年行之有效的公共理財原則。我現

在提供一些數字。二○一○至一一年度的開支預算達 3,100 多億元。相比二○○

七至○八年度已增加了 800 多億元，增幅超過百分之三十五。 

 

稅務政策 

  《基本法》第一○八條規定，香港特別行政區按照原在香港實行的低稅政策，

自行立法規定稅種、稅率、稅收寬免和其他稅務事項。 

 

有關檢討稅務政策及措施 

 

  議員提出檢討稅務政策及措施。香港一直奉行簡單及低稅率的稅制，並致力

保持稅制公平和中立的原則。為配合社會、經濟和企業的持續發展需要，以及加

強香港的競爭力，政府亦以持續檢討的模式審視稅制，包括每年在制定政府財政

預算案時，經由不同諮詢渠道，蒐集社會各界人士的意見，並先後推出不少稅務

措施，並不時因應社會發展趨勢而作出適當的稅制調整。 

 

 



  在稅率方面，由最近發表的企業及個人賦稅負擔的國際性研究可見，從維持

競爭力、便利營商和吸引投資等角度來看，香港的稅制在競爭對手之間，包括台

灣和新加坡等，仍具相當優勢。 

 

  在審慎理財及維持低稅率的大前提下，提供衆多不同名目或大規模的稅務優

惠，空間實在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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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因為他們本來的稅率一般較高，二是因為他們有相當大部分

的稅收來自間接稅，例如銷售稅。不少國家或地區甚至提高銷售稅，以增加在直

接稅方面提供寬減或優惠的空間。 

 

有關累進利得稅 

 

  王國興議員和張國柱議員建議引進利得稅累進稅率。我們現時實施的單一稅

率體現了盈利多繳稅多的公平原則。在二○○八至○九課稅年度，繳稅最多的

1,100 家公司，其稅款已佔利得稅總額約 67%。如果採納利得稅累進稅率建議，

會令我們的稅收來源進一步高度集中於高盈利的企業，不利稅收穩定。再者，利

得稅累進可能引致公司分拆業務以減低稅款，導致企業不能以最優化和最具效益

的規模運作。我們會小心聆聽各界對應否改變現行利得稅制的意見。 

 

有關設立稅務政策組 

 

  陳茂波議員去年七月七日提出有關「優化香港稅務政策的管理」的動議辯論

中，已提出成立稅務政策組這項建議，我們在當日及去年九月就該通過的議案所

提交的進度報告中，也已指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轄下的庫務科，已設有專責組別

負責檢討和制定稅務政策。 

 

開支政策 

  我們奉行「大市場、小政府」的原則。「大市場」可以增加私營界別在經濟

體系中的比重，通過市場力量，以最有效率的方法分配和運用社會有限的資源，

讓整體社會得到最大益處。「小政府」則可避免公營機構在經濟體系中佔用太多

社會資源，不致降低資源分配和運用的效率，同時可減少規管，方便營商和吸引

外來投資。 

 

  在堅守上述原則的同時，我們持續在教育、基建和社會福利數個政策發範疇

內增撥資源，提升整體競爭力，改善生活水平，促進社會流動，並協助市民面對

社會經濟變化。我們亦增加衞生方面的開支，滿足市民的需要。 

 



財政盈餘的預測 

  有議員提及政府收入和財政盈餘的預測與實際結果出現偏差。政府帳目涉及

龐大收入和開支，以及數以千計的項目，只要部分的預算與實際數字出現些微差

別，綜合數字便會出現較大的差異。 

 

  預測工作從來都不是一門絕對精確的科學。預測與結果之間的差距，往往是

許多外在因素綜合造成的。收入預算是我們在制訂預算案時，根據當時所能掌握

的資料作出的最佳評估。但政府一些主要收入，包括賣地收益和印花稅等，特別

容易受經濟波動和外來因素影響，令我們難以準確預測。 

 

  以二Ｏ一Ｏ至一一年為例，由於全球低息環境及多國實施「量化寬鬆」政策，

引致大量資金湧入，股市及樓市交投暢旺，令本年度賣地收入及印花稅收入都會

高於預期。 

 

財政儲備 

  湯家驊議員及其他議員對財政儲備水平提出了意見。香港是規模小而開放型

的經濟體系，容易受全球經濟波動影響，政府的主要收入項目亦因而經常大幅波

動。財政儲備可緩衝政府收入在年與年間波動所帶來的影響，使我們享有在一段

時間內達致收支平衡的靈活性。在經濟和財政困難時期，財政儲備使我們能維持

甚或增加公共開支，滿足市民需要及振興經濟，財政儲備的投資也提供可觀和比

較穩定的收入，否則政府便可能要考慮採取其他未必受市民歡迎的應對措施。此

外，充足的儲備有助外匯基金維持香港貨幣及金融體系的穩定。 

 

  長遠而言，財政儲備必須能夠應付日常需要，並且給予我們足夠的資源，應

付未有撥備的負債，以及由於經濟周期起落和突發事件，或社會結構轉變而對政

府財政帶來的壓力。 

 

社會福利和扶貧政策 

  在扶貧策略方面，正如我在剛才第一次發言中提到，我們相信投資教育和培

訓能提升勞動人口的質素和競爭力，是應對跨代貧窮、促進社會流動的治本之道。 

 

  在就業支援方面，《最低工資條例》的全面實施，將會令基層勞工的工資水

平得到保障。為配合法定最低工資的實施，勞工處會加強青少年、中年人及殘疾

人士的就業服務。 

 

 



  香港已建立了健全的社會安全網。我們設有無須供款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援）計劃，協助財政上不能自給自足的家庭應付基本生活開支。政府亦一直

在教育、衞生及房屋數個重要範疇，提供許多免費及大幅資助服務，使廣大市民

都能受惠。 

 

  政府亦因應社會和經濟情況，推出措施協助市民渡過經濟逆境，及與市民分

享經濟發展的成果。例如在二○○八年，政府就先後推出多項惠及基層和低收入

人士的紓困措施。 

 

全民退休保障制度 

  我們的政策目標是改善長者生活質素，使老有所養、老有所屬及老有所為。

配合此目標，本港一直推行三根支柱模式的退休保障制度，即無須供款的社會保

障制度（包括綜援、高齡津貼和傷殘津貼）；經社會各界深入和廣泛討論後，於

十年前推行的強制性公積金（強積金）制度；以及個人自願儲蓄。 

 

  政府當局一直顧及社會經濟變化，密切監察此模式的運作情況，並在有需要

時作出適當改變。較近期的例子是高齡津貼由二○○九年一月起增至每月 1,000

元；而強制性公積金計劃管理局則繼續檢討和改善強積金制度的運作。 

 

  香港與許多國家一樣，正面對人口高齡化的問題。中央政策組現正研究現行

退休保障模式的可持續性。政府當局在探究未來路向時，會考慮該組的研究結果

和其他相關因素，例如如何確保社會保障制度可持續發展、捍衞傳統家庭價值

觀、維持整體經濟競爭力，以及保持簡單稅制等。 

 

配合產業發展的土地政策 

  政府的土地政策是確保穩定而充足的土地供應，滿足社會各界的需要，以推

動香港穩步發展。除提供房屋用地外，政府亦為不同行業和範疇提供其發展所需

的土地。例如，過去政府曾為興建工業邨和香港科技園提供土地，以配合香港工

業和科技的發展。近年，為了配合經濟機遇委員會提出的六項優勢產業，政府除

透過活化工廈提供所需的土地外，亦預留適合的土地作興建私家醫院及高等教育

院校之用，以促進在香港發展醫療服務和高等教育。 

 

  在出售房屋和商貿用地方面，政府並沒有所謂的「高地價政策」。政府賣地

一直以市價為準，既不會藉着估價過高而故意阻撓賣地，也不會故意調低估價以

催谷賣地。發展商視乎每一幅地的發展潛力和市場狀況出價，但要達到政府的底

價，土地才會賣出。 



 

總結 

  總括上述的討論，我希望特別指出兩點。第一，公共資源是珍貴而有限的，

我們需要釐定運用資源的緩急輕重，並在各項政策上作出配合。政府的各項政策

環環緊扣，影響廣泛，我們有責任制定可持續的政策，照顧及平衡各界的需要。

第二，每項政策的釐訂都要因時制宜，我們亦會不時作出檢討。財政司司長在二

月二十三日會公布下一年度的財政預算案，距今還有一個多月的時間，就各位議

員提出的各項建識，我們會繼續跟有關的政策局和執行部門深入考慮。 

 

  最後，我再次感謝陳茂波議員和其他議員提出的寶貴意見。主席，我謹此陳

辭。多謝。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