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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就「全面減稅」動議辯論總結發言 

（只有中文） 

2013年 11月 20日（星期三） 

 

  以下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十一月二十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就

「全面減稅」動議辯論的總結發言全文： 

 

主席： 

 

  我非常感謝各位議員剛才就「全面減稅」這項議案提出了很多寶貴意見。 

 

  議員今天發言時提出的建議包羅萬有，包括提高薪俸稅各項免稅額、調整稅

階、改變利得稅制度、引入新稅種以及推出紓困措施等。我們會將這些意見轉達財

政司司長，讓司長在制定明年《財政預算案》的過程中仔細考慮。不過，我想藉此

機會，承接我剛才在辯論開首時所強調的公共財政長遠可持續性，從公共財政的角

度對政府收入的管理以至稅務政策和措施表示我們的立場。 

 

  香港是一個細小而開放的經濟體，我們的經濟發展往往受到外圍環境變化的影

響，難以獨善其身。我們要未雨綢繆，不能只看現時豐厚的財政儲備，而將行之有

效的公共理財紀律束之高閣。作為負責任的政府，我們會繼續堅守《基本法》下的

規定，審慎理財，制定財政預算。在承擔長遠開支的同時，也因應本港的經濟狀況，

在有需要時推行紓緩及寬減的措施，務求資源用得其所。 

 

簡單低稅稅制 

－－－－－－ 

 

  自由及開放的經濟發展模式是香港成功的關鍵，必須保持。我們一直維持簡單

稅制、低稅率，一直審慎控制開支，將大部分財富留在市場及大眾手上。企業家、

投資者及普羅市民都可以自由營商、投資及就業，令有限的資源可以通過市場更有

效地運用。 

 

  我想指出，在審慎理財及維持低稅率的大前提下，政府可以提供眾多不同名目

或大規模的稅務優惠的空間實在有限。不少商界朋友在向我提出稅務建議時，往往

會援引其他地區推出稅務優惠的例子，但大家值得注意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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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因為他們原先的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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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商品及服務

稅，以至令它們有較大的空間考慮在直接稅方面可作的寬減或提供的優惠。 



 

  事實上，香港的賦稅環境是公認全球最佳地區之一。根據「世界稅賦環境報告

2014」（Paying Taxes 2014），香港在稅務便利程度方面，名列前茅，而香港亦是

在經濟發達地區中，整體稅率最低的地方之一。這顯示本港現行的稅制對企業競爭

力有正面作用。 

 

  實際數字亦正好反映這一點。在二零一一／一二課稅年度，有接近九成，即

769 000 家公司無須繳納利得稅，而在 94 900 家繳納利得稅的註冊公司中，800

家納稅最多的公司所繳的稅款約佔利得稅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四。因此，在考慮有關

利得稅的建議包括引入累進利得稅等時，我們要小心審視建議會否令利得稅的稅基

更為狹窄，會否令稅收來源更集中於少數企業，因而造成稅收不穩。 

 

  在薪俸稅方面，我們提供優厚的免稅額和扣減項目，若與其他國家或地區比

較，不少市民的賦稅負擔已不算沉重。在二零一一／一二課稅年度，在 360萬工作

人口中，約 200萬人無須繳納薪俸稅，在 160萬名繳納薪俸稅的人士中，約 20萬

人，所繳稅款佔薪俸稅總額超過百分之八十。 

 

審時度勢 

－－－－ 

 

  然而，作為負責任的政府，我們絕不會固步自封，為確保我們的稅制能夠與時

並進，我們會適時檢討各項稅務措施，因應經濟和社會環境的不斷變遷而作出適當

的調節，過去撤銷酒店房租稅、免收葡萄酒稅、豁免離岸基金繳付利得稅、撤銷遺

產稅等稅務措施便是最佳明證。 

 

  另一方面，我們亦明白市民在房屋、教育和醫療等環節面對不少經濟壓力，對

於市民的訴求，我們絕非置若罔聞。舉例來說，在去年發表的二零一二／一三年度

《財政預算案》，政府便全面增加薪俸稅下的各項免稅額。若單以子女免稅額而言，

我們已連續三年把免稅額上調，以減輕父母撫養子女的財政負擔。過去數年，我們

亦因應當前經濟環境而推出不少紓困措施，在政府財政狀況許可的前提下，紓解市

民的生活壓力。 

 

穩定收入 

－－－－ 

 

  為保持簡單低稅稅制及奉行「應使則使」的原則，我們會致力保障政府有穩定

的收入，包括維持稅收和保障應課稅款不會流失。舉例而言，由二零零七至零八財

政年度開始，我們改變了財政儲備的投資收入的處理方法，令這項收入較為穩定，



成為政府主要收入來源之一。同時，我們亦須確切執行「用者自付」原則。為此，

我們已有系統地分階段檢討各項政府收費項目，尤其是那些多年沒有調整的或是收

回成本率過低的收費項目，以免項目變成補貼，影響政府收入。 

 

社會和經濟問題 

－－－－－－－ 

 

  有議員建議透過稅務措施例如開徵大額股息收入稅，以解決社會和經濟上的不

公平問題。有關開徵股息稅的建議社會過往曾有討論，我想指出，這稅項涉及雙重

課稅問題，為何這樣說，因為公司的支出，包括薪酬，一般來說是可以從公司盈利

扣減後，才計算公司利得稅，但股息則不能扣減，所以如果我們在股息方面徵稅，

公司的收入是要先徵收公司的利得稅，再付股息稅，涉及雙重課稅的情況，在此情

況下，公司可以選擇不派股息因而無稅可繳。此外，根據香港的地域來源徵稅原則，

開徵股息稅只能對香港公司派發的股息徵稅，而投資者大可以選擇投資外地的公司

或有在外地上市的本地公司，以避免繳納股息稅。我想以這例子說明，過分倚賴透

過稅制去處理財富分配的社會問題會引致稅制的根本性改變，或需要大幅調整現行

的稅率和稅制，包括提高稅率和開徵其他稅項，增加個人和企業的稅務負擔，這會

破壞我們一直引以為傲的低稅率及簡單稅制，影響香港這個小型開放經濟體的競爭

力，為長遠經濟發展帶來負面影響，結果可能得不償失。 

 

財政儲備 

－－－－ 

 

  我想簡單說說財政儲備的運用，在剛才的討論中，有不少討論將外匯基金數字

和財政儲備混為一談，這種論調過往在立法會都聽過不少次。我想指出，一個客觀

的討論是要建基於正確的數字的理解，如果有人說香港有近三萬億的外匯基金儲

備，所以我們只靠收息就夠用，這是很不正確的，因為外匯基金的二萬多億的數字

中，其中有一萬二、一萬三千億是屬於貨幣基礎，事實上是外匯基金的負債，所以

真正淨資產遠低過二萬多億，可能只有萬多億，事實上，外匯基金的收入，正如剛

才所說，在財政儲備方面的收入，已經每年入帳成為政府的經常開支。當然，我亦

想明白指出，我們有財政儲備，如何善用儲備需要討論，儲備的水平反映政府整體

財政的現金結餘情況。儲備既要應付日常的運作開支、支付工務工程的開支，當中

亦包括了不可隨意調撥的特定基金，例如土地基金、獎券基金、賑災基金等。 

 

  我們須確保有足夠財政儲備以發揮其主要的功能，包括加強港元的穩定性、在

經濟逆轉時發揮緩衝作用、應付未撥備負債及已承諾開支、衍生投資收入、應付未

來需要，如人口老化帶來的挑戰。財政儲備並非用之不盡，政府有責任嚴格控制開

支，並要確保財政的可持續性。環顧不少歐美國家在金融海嘯之後陷入財困，癥結



所在正正是長期缺乏公共理財紀律，經常性開支過度膨脹，最終令國家陷入經濟危

機，需要透過緊縮開支削赤。香港必須引以為戒，維持有效的財政管理，並不應該

視財政儲備如提款機，萬「襟」萬靈。 

 

總結 

－－ 

 

  主席，我剛才的回應說明政府堅守審慎理財的原則，以及維護公共財政長遠可

持續性的理念，以應付香港社會日後種種挑戰。我很高興聽到議員今天提出的寶貴

意見，我們會在考慮整體的財政承擔以及資源運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積極回

應社會的訴求。 

 

  主席，我謹此陳辭。多謝。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