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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就《2013 年印花稅（修訂）條例草案》全體

委員會審議階段合併辯論修正案的發言全文（四）（只有中文） 

2014年 7月 14日（星期一） 

  以下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七月十四日）在立法會會議

上就《2013 年印花稅（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全體委員會審議階

段第 1、3、8、10、13、16、23、24 及 26 條的修正案，以及新訂第 3A 條修

正案的發言全文： 

 

主席： 

 

  政府建議就《條例草案》第 3、8、10、13、24 及 26 條作出修訂，修正

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給各位委員的文件內。有關的修訂主要屬技術性修訂或

一些前後呼應的相應修訂，亦包括關乎未按從價印花稅加蓋適當印花的文

書，仍可在民事法律程序中被接納為證據的條文，以回應香港律師會早前的

意見。 

 

  至於石禮謙議員的修正案，旨在豁免非住宅物業交易繳付雙倍從價印花

稅，並使徵收非住宅物業交易印花稅的時間維持不變，即沿用現時在訂立售

賣轉易契時徵收的安排，而非按《條例草案》建議提前在簽訂買賣協議時徵

收。石議員的論點主要建基於雙倍從價印花稅會加重企業的經營成本，損害

香港在區內的競爭力。 

 

  在我回應石議員之前，我想先簡單勾劃《條例草案》的政策背景和理念。

最近幾年，受到利率超低及資金充裕環境影響，加上住宅物業供應偏緊，本

港的樓市呈現非理性的亢奮。儘管政府已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底加強額外印花

稅和引入買家印花稅，但只能短暫地令住宅物業市場降溫，熾熱的市況更有

蔓延至非住宅物業市場之勢。 

 

  為應對樓市持續過熱的情況，政府於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宣布推出

新一輪的措施，即把住宅物業和非住宅物業交易的從價印花稅稅率增加一

倍，同時提前徵收非住宅物業交易從價印花稅的時間，以加強管理已購置住

宅物業的人士的需求，並防止住宅物業市場的投機或投資活動轉移至非住宅

物業市場。 

 

  從客觀的數據顯示，比對雙倍印花稅推出前後的情況，住宅物業和非住

宅物業的售價升幅明顯減慢，租金的升幅也有所放緩。零售鋪位、寫字樓、

分層工廠大廈的租金在二零一二年分別累計上升 13%、8%及 13%。在二零一三



年三月至二零一四年三月期間，有關非住宅物業的租金平均每月分別上升

0.4%、0.4%及 0.6%，較二零一二年平均每月上升 1.0%、0.6%及 1.0%有所放

緩。由此可見，雙倍從價印花稅措施確實有助冷卻物業市場，符合我們推出

措施的政策目標。 

 

  反之，石議員的修正案與措施的政策目標可謂背道而馳。我知悉除石議

員外，有個別議員亦認為，應為非住宅物業交易提供類似在《條例草案》下

豁免住宅物業交易的安排。但是，基於住宅物業和非住宅物業兩者本質上的

差異，實在不應相提並論，而關乎非住宅物業的考慮，亦不能與照顧香港永

久性居民的置居需要同日而語。為確保措施的成效，防止熾熱的情況蔓延至

非住宅物業市場，我們認為《條例草案》不應對非住宅物業交易作任何形式

的豁免。 

 

  現時樓市正處於非常時期，市場失效。這些非常時期的需求管理措施已

經取得一定成效，但在市場前景仍然存在不明朗，加上樓宇供應仍然偏緊的

情況下，我們認為現時仍有必要維持措施。石議員的第二項修正案，讓非住

宅物業得以豁免雙倍從價印花稅，大大削弱政府措施的效力，無異於樓市的

「助燃劑」，令非住宅物業市場故態復萌，如此光景是否有利於香港的營商環

境，實在值得深思。 

 

  至於石議員第一項的修正案，使非住宅物業交易回復至在訂立售賣轉易

契時徵收，亦與政府當局的政策原意不一致。政府提出提前在簽訂買賣協議

時徵收非住宅物業交易的從價印花稅，是作為一項長久的安排，目的是使之

與現行就住宅物業交易的徵收安排一致。 

 

  石議員及其他部分議員關注雙倍從價印花稅措施會影響營商環境、香港

長遠的經濟發展及競爭力。對此我表示理解，但我想強調，需求管理措施的

政策目標，旨在確保物業市場健康平穩發展，對香港整體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至為重要。在制定有關措施時，我們明白措施會對部分買家和工商企業造成

不便，但在平衡各方面的考慮因素，在低利率、流動資金充裕及供求情況失

衡的非常環境下，我們有必要加強需求管理，有關措施符合整體社會的最大

利益。若不遏止樓市泡沫形成，資產泡沫一旦爆破，會對香港經濟造成更大

的衝擊，從而對營商環境和投資氣氛帶來更負面的影響。 

 

  我希望議員可以香港整體福祉為先，支持政府的立場，否決石議員的修

正案。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