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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就劉健儀議員動議察悉 

內務委員會有關《2012 年差餉（豁免）令》的報告的議案發言全文 

（只有中文） 

 

2012 年 3 月 29 日（星期四） 

 

  以下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三月二十九日）在立法會會議上，

就劉健儀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 49E（2）條動議察悉內務委員會有關《2012 年

差餉（豁免）令》的報告的議案發言全文： 

 

主席： 

 

  首先，我要感謝審議《2012 年差餉（豁免）令》的小組委員會主席梁劉柔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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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差餉（豁免）令》在本年二月八日提交立法會審議。小組委員會共

召開了三次會議。《2012 年差餉（豁免）令》的目的是落實財政司司長在二零一

二至一三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中建議的差餉寬免措施。有關措施是財政司司

長在考慮過預算案諮詢期間收到的意見、當前的經濟環境以及政府的財政狀況等

而提出的其中一項一次性措施，以適時紓緩市民的負擔。在該項措施下，二零一

二至一三年度全年的差餉將獲寬免，以每戶每季 2,500 元為上限，估計近百分之九

十的物業將因而在新的財政年度完全免繳差餉，涉及約 270 萬個物業，而其餘的

物業亦可全數受惠於每季 2,500 元的寬減額。 

 

  多謝剛才多位議員就實施差餉寬免措施所提出的意見。就陳偉業議員提出的

意見，我想藉此機會作出回應。 

 

  陳議員的建議，是規定物業單位的擁有人或佔用人每季可獲豁免差餉款額的

物業單位不可超過三個。這項建議在審議《2012 年差餉（豁免）令》的相關小組

委員會會議上已作深入探討。 

 

  香港現行的差餉制度與世界各地實施的差餉制度一樣，在《差餉條例》下，

差餉的估價及徵收向來以估價物業作為單位。假如實施陳議員的建議，會把寬免

差餉由一直沿用以物業單位作為基礎的做法，根本地轉變為以擁有人或佔用人為

基礎，並因應該些人士的身份而施加限制，令他們不能就超過一定數目的物業單

位獲得差餉寬免。 



 

  首先，我想指出，在相關小組委員會的會議上，對於差餉寬免應否由以物業

單位作為基礎轉變為以擁有人或佔用人為基礎這個概念，議員持有不同的觀點，

莫衷一是。 

 

  其次，如實施陳議員的建議，會涉及很多政策及操作方面的問題。 

 

  剛才李慧琼議員發言時提出，若在本年度實施陳議員的提議，將會有很多操

作問題很難解決，李議員亦想請政府考慮以後若有寬免措施時，可研究怎樣朝着

陳議員所提的方向做一些改變，所以我特別藉此機會說一說如果走這方向要處理

的很多政策和操作的問題。 

 

  現行《差餉條例》容許差餉繳納人可以是物業擁有人、擁有人的代理人、物

業佔用人或佔用人的代理人。因此，實際上，差餉物業估價署沒有法律基礎要求

繳納人辨識其為物業擁有人、擁有人的代理人、物業佔用人或佔用人的代理人，

故此，署方並沒有這方面的資料，當然亦無法知悉同一人士是否實際上以不同身

份擁有多個物業及訂立不同租約或代理人安排。 

 

  因此，若要落實剛才陳議員建議的方案，差餉物業估價署須在扣減差餉寬免

前，向所有繳納人發出超過 230 萬份表格以收集他們的身份資料，以及索取繳納

人的同意，讓該署把資料與其他政府部門的資料作出核對。同時，若有關擁有人

或佔用人名下有超過三個物業單位，署方亦會要求他們表達意向選定受惠於差餉

寬免措施的物業單位。上述的程序需耗費相當的時間。而為着實施陳議員的方案，

差餉物業估價署將需動用莫大的人力資源及資本投資，涉及為數不少的額外公共

開支。 

 

  若在上述的程序中，有個別差餉繳納人反對簽署同意書或不作出回應，差餉

物業估價署便不能展開有關的核對工作。若要防止濫用、漏報和失實的情況，當

局更可能需要訂立法律條文，規定所有繳納人必須簽署同意書，允許差餉物業估

價署核實其身份，並就失實的申報施加刑事罰則。 

 

  最重要的是，實施有關安排會因涉及複雜的籌備工作而導致差餉寬免的措施

未能在二零一二至一三財政年度內推行，令廣大差餉繳納人無法適時受惠於差餉

寬免。 

 

 



  除了上述執行上的實際困難和對繳納人造成的影響外，建議的豁免範圍亦有

相當的隨意性及灰色地帶，例如：以甚麼基準設定三個物業為界線、當個別擁有

人或佔用人名下有多於三個物業單位時，應如何取捨獲豁免的物業等。建議的方

案亦不能處理那些擁有人或佔用人，為避開有關限制而以其他人或公司的名義登

記作為其物業的差餉繳納人。如此一來，設立有關限制所想達致的效果會變得蕩

然無存。為着要堵塞有關漏洞，當局可能需要考慮廢除現行差餉制度中代理人的

安排。 

 

  總的來說，有關方案既不能在法律上清晰而明確地界定豁免範圍的準則，在

執行上亦涉及重大的實際困難，對差餉繳納人造成不便，且未能符合成本效益。 

 

  政府當局在提交小組委員會的文件以及在小組委員會的會議上，已闡述我們

的詳細分析。立法會主席早前亦已裁定有關建議具有「由公帑負擔的效力」。 

 

  主席，我想重申，是次落實差餉寬免措施的做法與政府當局在預算案諮詢期

間收到的意見一致，而《2012 年差餉（豁免）令》的順利和如期推行亦回應了市

民希望可盡快獲得差餉寬免的訴求。 

 

  多謝主席。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