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辭 

立法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就「幫助中產」議案總結發言（只有中文） 

2013年 1月 23日（星期三） 

  以下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一月二十三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就「幫

助中產」議案的總結發言： 

 

主席： 

 

  多謝各位議員就議案中有關經濟、產業、個人事業發展以及稅務範疇提出的寶貴意

見。 

 

事業發展－本港的產業多元化發展 

─────────────── 

 

  特區政府和各位議員一樣，亦非常關注本港的產業多元化發展。我在第一次發言所

提到的，由行政長官領導的「經濟發展委員會」，目的正是為制訂全面的產業政策展開高

層次、跨部門和跨界別的研究。 

 

  香港的產業發展已經從低成本的勞工密集生產形式，轉向至以知識為本及高增值的

生產活動。我們的重點支援措施集中在那些香港有比較優勢，而又能促進香港成為一個

知識為本及高增值社會的生產活動。 

 

  正如議員提及，一些中產人士可能有志投身創新科技、資訊科技及創意產業。在這

方面，由於政府的政策是推動以上產業的發展，故此我們為這些有志之士提供多方面的

支援，例如，在資訊科技方面，政府現正發展香港科學園第三期，增加其現有樓面面積

近 50%，創造 4,000個科研職位。政府亦提供軟件支援，包括創新及科技基金、小型企業

研究資助計劃、投資研發現金回贈計劃等。 

 

  另外，數碼港及香港科技園均設有資助計劃及創業培育計劃，為他們提供資金、辦

公室和培訓等，以協助他們成立資訊科技公司，奠定成功的基礎。科技園公司亦透過科

技培育計劃，為新成立的科技公司提供價格相宜的辦公室、共用設施，以至與營商有關

的支援服務，協助它們茁壯成長。 

 

  為推動香港經濟多元發展，政府銳意推動文化及創意產業。政府在 2009年成立「創

意香港」辦公室，為支援創意業界提供一站式服務。 

 

  除創新科技、資訊科技及創意產業外，很多中產人士亦投身於金融業和相關的服務

行業。為鞏固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我們不但要保持既有的競爭優勢，更要拓展新

增長點。就此，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宣布成立金融發展局。成立金融發展局的目



的，是為持份者提供高層次和有效的平台，集中研究如何配合國家金融市場逐步走向國

際，進一步發展香港金融業。 

 

事業發展－進一步加強區域經濟發展 

────────────────── 

 

  在發展區域經濟方面，特區政府一直不遺餘力地加強香港與周邊經濟體系或地區的

經貿合作，期望為香港企業和人才開拓更多發展的機會。有關措施包括： 

 

（一）積極參與亞太區經濟合作組織的會議和工作，推動區內貿易及投資自由化，以促

進和保障香港的經濟貿易利益。 

 

（二）積極與貿易伙伴探討雙邊或諸邊自由貿易協定，以協助港商及投資者開拓海外市

場，以及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貿易中心的地位。 

 

（三）擴闊和深化 CEPA各項合作領域，並進一步加強專業資格互認，以協助本港專業服

務，例如會計、建築、法律、醫療、保險以及檢測認證等專業進入內地市場，為業界爭

取多方面優惠及便利。 

 

（四）致力加強與內地的科研合作，透過在中央、省及市層面已經建立的合作平台，推

動兩地合作進行科研。 

 

（五）舉辦推廣和商業配對活動，並向內地推廣本港在設計、品牌建立、市場推廣及廣

告等方面的專長，協助業界開拓迅速增長的內地市場。  

 

  政府相關部門會繼續就業界訴求和意見，與內地相關部委就不同專業領域，商討如

何進一步便利合資格人士取得內地專業資格，在內地註冊、執業或開業，以及積極處理

在這些方面的落實問題。 

 

稅制和稅務措施 

─────── 

 

  至於有關稅制和稅務措施方面，我在第一次的發言中已簡單地闡述我們調整稅制或

推出新的稅務措施的時候所持守的原則和作出的考慮。多位議員今天提出了各式各樣的

稅收寬免措施，例如寬減薪俸稅、增加免稅額、設立不同類別的扣稅項目等，均會對政

府的財政收入帶來長遠的影響。所以，政府的考慮須要是全方位、多角度的。無論是經

濟環境高低順逆，我們都同樣秉持「審慎理財、量入為出」的基本原則。在審視每一項

政策建議時，我們都會詳細研究對政府財政的整體影響，力求在市民的負擔能力與穩定

公共財政之間取得平衡。 

 



  多年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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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薪俸稅方面，我們不單實行累進稅率，充分體現能者多付的公平原則，我們更提供非

常優厚的薪俸稅免稅額。因此，所有薪俸稅納稅人的整體平均實際稅率遠低於薪俸稅的

15%標準稅率。 

 

  以 2010/11課稅年度為例，只有約四成的工作人口須要繳納薪俸稅。而即使在實施

一次性減稅措施之前，85.3%的薪俸稅納稅人的平均實際稅率低於 5.5%，而所有薪俸稅納

稅人的整體平均實際稅率則只有 8.1%，與世界其他經濟體系比較，這已是很輕的稅務負

擔。這可以看到，大部分人士都不用繳納薪俸稅，而大部分薪俸稅納稅人所繳付的稅款

則只佔他們的收入很小部分。 

 

  儘管如此，我們仍不時因應社會經濟發展和每年在制訂政府《財政預算案》時蒐集

所得的意見，審視稅制以考慮是否推出稅務措施。舉例而言，按 2012-13年度《財政預

算案》的建議，我們自 2012/13課稅年度開始，全面增加薪俸稅下的各項個人免稅額，

包括基本免稅額、單親免稅額、子女免稅額、已婚人士免稅額、供養父母／祖父母免稅

額、供養兄弟姐妹免稅額和傷殘受養人免稅額，並同時提高長者住宿照顧開支和向認可

退休金計劃支付的強制性供款的扣除上限，以及延長居所貸款利息的扣除年期，惠及所

有須繳納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的納稅人，合共約 150萬人。薪俸稅下各項經調整後的

個人免稅額，已顧及納稅人的各項基本所需，例如住屋開支，以及各種因家庭責任而增

加的財政負擔。 

 

  為進一步紓緩納稅人的財政壓力，政府亦按 2012-13年度《財政預算案》的建議，

實施多項一次性的寬減措施，包括一次過寬減 2011/12課稅年度 75%的薪俸稅及個人入息

課稅，每宗個案以 12,000元為上限。有關扣減已在納稅人 2011/12課稅年度的最終應繳

稅款中反映。 

 

  在今天的議案辯論，多位議員表示希望政府盡量減低中產人士的稅務負擔。政府會

在制訂 2013-14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時仔細考慮。就此，我亦希望各位議員能夠理解，

薪俸稅收入是政府其中一項主要收入來源，故此，政府在考慮應否調整經常性的稅務措

施時，須小心審視有關改變對公共財政帶來的影響，以及是否符合行之已久的稅務原則，

包括稅制簡單和公平的原則。 

 

社會保障和退休保障制度 

─────────── 

 

  不少議員都關注到目前香港社會保障和退休保障制度方面的情況。正如行政長官在

《施政報告》所述，我們注意到各界就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提過一些意見，

例如如何在提供安全網及鼓勵有工作能力人士就業之間取得平衡，又或是綜援家庭中兒

童的發展需要等。這些都涉及重大政策考慮，對社會保障制度及公共財政均可能帶來深

遠影響，需要時間仔細研究。 



 

  此外，政府亦會繼續鞏固和優化現行制度下的三根支柱（即強制性公積金制度、個

人自願儲蓄以及無須供款的社會保障制度），並以開放、務實及審慎的態度，深入探討退

休保障，就退休保障的路向建立共識。扶貧委員會轄下的社會保障和退休保障專責小組

將會聚焦研究這兩項課題，並會小心考慮各界就社會保障和退休保障發表的意見。 

 

積極落實下調強制性公積金收費的措施 

───────────────── 

 

  至於有關下調公積金收費的建議，我於 1月 10日的立法會動議辯論中，已清晰表明

政府有決心促使強積金收費下調，並具體交代了積金局和政府在這方面的工作，及收集

了議員就完善強積金制度方案的意見。而行政長官在 1月 16日發表的《施政報告》，公

布了政府會採取多管齊下的措施促使強積金收費下調。 

 

  主席，我謹此發言。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