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辭 

立法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就 

《２０１１年稅務（修訂）（第２號）條例草案》恢復二讀辯論的致辭全文 

（只有中文） 

 
２０１１年１２月７日（星期三） 

  以下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十二月七日）在立法會會議上就

《２０１１年稅務（修訂）（第２號）條例草案》恢復二讀辯論的致辭全文： 

 

主席： 

 

  首先，我要再次感謝法案委員會主席陳茂波議員、各位委員及立法會秘書處

同事所付出的努力，令審議工作得以順利完成。 

 

  《２０１１年稅務（修訂）（第２號）條例草案》（《條例草案》）在本年

三月提交立法會審議。法案委員會共召開了七次會議，並邀請了業界及相關持分

者表達意見。 

 

  《條例草案》的主要目的是修訂《稅務條例》，以落實二○一○至一一年度

政府財政預算案中，就購買版權、註冊外觀設計及註冊商標的資本開支提供利得

稅扣減的建議，從而鼓勵企業更廣泛運用知識產權、促進創新和改進，並推動香

港的創意產業發展。 

 

  根據現行的《稅務條例》，企業的營運開支一般可在計算利得稅時予以扣除，

因此，企業用於知識產權的營運開支，例如使用費、特許費用及其他定期支付的

款項，與企業的其他營運開支一樣，在計算利得稅時可予扣除。由於我們沒有就

資本增益徵稅，因此相應地亦不准許扣除資本開支。然而，為了支持企業發展，

我們已經在某些特定範疇提供稅務優惠，例如在研究和開發、購買專利權和任何

工業知識的權利、購買合資格的環保生產設備和環保車輛方面，即使是資本性開

支，亦可獲得百分百的扣減。此外，為推廣保護知識產權，在香港或境外註冊三

種指明類別的知識產權，即專利、商標及外觀設計所招致的資本開支均可特別獲

得扣稅。 

 

 



  《條例草案》提出的修訂建議，可進一步擴大可扣稅的資本開支範圍至包括

購買版權、註冊外觀設計及註冊商標的資本開支。這三種知識產權皆是企業較為

常用的知識產權，並普遍適用於不同行業的業務。因此，有關的修訂建議可讓更

多企業受惠。另外，剛才我亦提到，有關購買專利權及任何工業知識的權利所招

致的資本開支目前已可獲得扣稅。由於此等權利與版權、註冊外觀設計及註冊商

標的性質相近，所以我們亦藉此機會，在《條例草案》中提出修改現時專利權及

任何工業知識的權利的部分扣稅條文，以優化有關的扣稅安排。 

 

  首先，《條例草案》建議修改《稅務條例》第１６Ｅ條的部分條文，藉以取

消現時適用於專利權及任何工業知識的權利的扣稅安排中「在香港使用」的規定，

並把出售專利權及任何工業知識的權利時的須課稅售賣得益金額，由全數售賣得

益減低至以先前已獲得的扣稅款額為上限。上述兩項的修訂建議與現時《稅務條

例》下其他可扣稅的資本資產的扣稅安排是一致的。另外，我們亦建議擴大可扣

稅的資本開支範圍至包括與購買專利權及任何工業知識的權利有關的法律開支及

估價費用。 

 

  為落實就購買版權、註冊外觀設計及註冊商標的資本開支提供扣稅的安排，

《條例草案》建議在《稅務條例》中加入新的第１６ＥＡ條。基於上述三項新增

的知識產權的保護限期比較長，最短有２５年，最長則可長期享有，所以我們建

議有關的扣稅安排以直線法計算，由購買年度開始，連續五年按年扣除。建議的

扣稅年期與其他稅收管轄區的同類稅務優惠相若，甚至更為寬鬆。如有關的知識

產權的最長保護限期在五年扣稅期內屆滿，我們建議在有關的知識產權的保護效

力存在期間，按年期平均攤分扣減額。而剛才提及有關優化專利權及任何工業知

識的權利的扣稅安排的建議，亦會適用於版權、註冊外觀設計及註冊商標的扣稅

建議，並已於《條例草案》建議新增加的第１６ＥＡ和１６ＥＢ條中反映。 

 

  與其他扣稅項目相似，我們建議就上述的新增扣稅項目及優化措施加入常用

的反避稅條文，以防避稅。因此，我們在《條例草案》中建議加入新的第１６Ｅ

Ｃ條，把現時適用於專利和任何工業知識的權利的「相聯者」反避稅條文，擴大

至適用於版權、註冊外觀設計及註冊商標的扣稅安排。至於第１６ＥＣ條建議加

入的其他常用的反避稅條文，即有關「售後租回」和「槓桿租賃」的反避稅條文，

以及授權稅務局局長可按情況需要而釐定申領扣稅的有關知識產權的轉售交易的

真正市值，以及在以單一價格購入或出售的情況下編配個別知識產權的買入或出

售價格，則同時適用於專利、任何工業知識的權利、版權、註冊外觀設計及註冊

商標這五項權利。 

 

 



  我們感謝法案委員會支持上述的修訂，並因應業界的關注對《條例草案》部

分條文的執行細節提出了寶貴的意見。其中，我們理解業界希望政府當局釐清稅

務局局長如何執行《條例草案》的第１６Ｅ（８）條和第１６ＥＡ（９）條，就

申領扣稅的有關知識產權的轉售交易釐定真正市值。正如我們於二○一一年六月

十日給法案委員會的信件中解釋，納稅人在遞交報稅表時，無須就申請建議的扣

稅提交有關知識產權的估價報告。然而，在評稅過程中，稅務局可按需要要求納

稅人提供如估價報告等證明文件，以證明有關知識產權的購買價格。在必要的情

況下，稅務局也可就有關知識產權的真正市價尋求獨立專業估價機構的意見。 

 

  另外，我們亦與法案委員會就《條例草案》的第１６ＥＣ（４）（ｂ）條中

涉及跨境活動的知識產權的扣稅安排作出了深入的討論。正如我們向法案委員會

表示，第１６ＥＣ（４）（ｂ）條與我們只為用以產生香港應課稅利潤的知識產

權提供扣稅的政策原意是一致的。基於香港既有的「地域來源徵稅」和「稅務對

稱」的原則，以及避免稅收流失，我們認為訂立第１６ＥＣ（４）（ｂ）條是有

必要的。然而，我們已向法案委員會清楚解釋，基於知識產權註冊制度和其保護

範圍是按地域劃分的獨特性，所以不是所有於跨境活動中使用的知識產權均會受

到第１６ＥＣ（４）（ｂ）條的限制。就此，我們已向法案委員會提供闡明第１

６ＥＣ（４）（ｂ）條的適用情況的示例。 

 

  剛才黃定光議員要求政府當局訂明計算分攤的方式，以便業界了解分攤的安

排，就黃議員的關注，我們會考慮向業界發放更多的相關資料，述明分攤的基本

原則。 

 

  因應法案委員會的要求，稅務局將會在《條例草案》獲得通過後草擬相關的

「釋義及執行指引」，就部分條文的執行細節，包括知識產權的註冊規定和使用

規定，以及剛才提及有關釐定真正市值和於跨境活動中使用的知識產權的扣稅安

排等，提供進一步的闡述。按法案委員會的要求，我們會適時把有關的「釋義及

執行指引」的草稿提交予立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供委員參考。 

 

  我們會就《條例草案》第５、６、８及９條提出技術性及文本上的修訂，有

關的修正案亦已得到法案委員會支持。我懇請各位議員支持《條例草案》，以及

我稍後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動議的修正案，讓我們能盡早實施建議的扣稅措施。 

 

 



  剛才陳茂波議員在發言時，提到一些關於稅務的意見，雖然這些意見與本條

例草案沒直接的關係，但我會作很簡單的回應。陳茂波議員提及建議政府成立稅

務政策組，我想指出政府有採取持續檢討稅務的模式，每年在制訂財政預算案期

間，經徵詢各界意見後，作出審慎的考慮。就陳議員的建議，我們以往在回應立

法會的動議和回覆議員的提問時，已表明政府的立場。另外，陳議員提到虧損轉

回的稅務建議，我在上星期三回應李國寶議員的相關提問時，亦已表明政府的立

場，在此我不再重複。 

 

  多謝主席。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