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F 

適合香港的商品及服務稅模式 

背景 

 商品及服務稅又稱增值稅或(在某些情況下)銷售稅。商品及服

務稅和增值稅是同一種稅項的不同名稱。商品及服務稅和增值稅是

對消費(或開支)而非向收入徵收的稅項。這稅項的基本性質是就私

人消費徵稅。商業經營者可獲發還在其商業活動中支付的商品及服

務稅 (通常以銷售時收取的商品及服務稅抵免)。商品及服務稅和

其他零售及批發銷售稅的主要分別是，商品及服務稅是對商品或服

務在其經濟壽命中每個階段的增值淨額而徵收的。這與只是在製

造、生產、批發或零售層面一次過徵收的單階段稅項截然不同。此

外，一般來說，商品及服務稅適用於各類的服務，而銷售稅只適用

於小數類別的服務。 

 

2. 在大部分發達地區中，單階段銷售稅現已不予採用。造成有關

決定的因素有多個，而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單階段銷售稅的層壓效

應。倘若單階段銷售稅是於商品或服務銷售予最終使用者前徵收，

而其後釐定利潤時卻把商品的成本連同已繳付的銷售稅一併計算

在內，便可能會對後階段的成本造成層壓效應。這會增加成本及削

弱國際競爭力。美國是經合組織中唯一沒有在聯邦政府層面對消費

開支徵收商品及服務稅項的成員。在亞太區，徵收商品及服務稅的

主要經濟體系包括中國大陸、澳洲、新西蘭、日本、新加坡、台灣、

印尼、菲律賓和泰國。 

 

商品及服務稅的特徵 

3. 稅基廣闊的商品及服務稅有兩大特徵，一是幾乎所有本地商品

及服務消費均須課稅，二是稅款由最終消費者繳付。在生產過程及

分銷鏈的每個階段，都會收取商品及服務稅。各方都會就商品及服

務所增加的價值課稅，並以產出量計算商品及服務稅(即銷項稅)，

以及就其購買商品所繳稅款(即進項稅)申請稅收抵免。商品和服務

的中間買方雖然繳納商品及服務稅，但稅收抵免機制使稅務負擔最

後全部落在最終消費者身上，因此不會出現層壓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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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商品及服務稅建基於 “應課稅物品 ” 的概念。任何人製造價值
超過法例訂明限額的應課稅物品或經營某種業務，須登記繳納商品

及服務稅。如果其應課稅物品不超過登記起徵點，供應商便無須登

記。不過，只有登記人士才可就所繳納的商品及服務稅申請稅收抵

免。很多地區均容許營業額低於法定起徵點的企業自由選擇登記。 

 

5. 大部分經合組織國家強制登記的起徵點都很低。不過，新加坡

則規定每年營業額達 100萬新加坡元(約為港幣 430萬元)的企業才

須登記。新加坡的模式確保只有那些有妥善會計制度的大企業才須

登記。由於新加坡的商品及服務稅稅率僅為 3%，小型企業在商品

及服務稅方面所佔的輕微競爭優勢，相信已被大企業的規模經濟優

點抵消。如香港的登記起徵點訂於港幣 500萬元，根據二零零一年

三月的統計資料，估計有 50,700間企業須登記，佔一九九九至二

零零零年度遞交報稅表的企業的 25%，或佔所有商業登記團體(包

括不活躍或停止業務的公司)的 8%。 

 

6. 開徵商品及服務稅會將稅項負擔由收入及儲蓄轉移至開支。這

種稅收的全面性意味 人人都受影響，人人都要繳付這稅項。有些

政府已因某些行業要求豁免商品及服務稅而面對極大壓力。這類豁

免措施帶來的好處頗具爭議性，因豁免若干項目會增加遵從成本及

行政費用。在設計方面，商品及服務稅應力求簡單。若能維持其稅

基廣闊及採用劃一稅率，商品及服務稅可提供明確依據及令企業的

成本減至最低。再者，簡單的設計亦可令這稅項施行上較為嚴密，

減少漏稅的機會。那些能夠成功重整業務以減輕或甚至免除入息稅

負擔的人士，在購買商品或服務時就不能用同樣方法減輕稅務負

擔。 

 

商品及服務稅稅率 

  7. 選定地區的商品及服務稅稅率載列於附錄 A。在經合組織中，

各成員的商品及服務稅稅制有很多差異。有些實施折減稅率、豁免
附錄A
及各種特別安排，以配合特別的政策要求。相反地，新西蘭及新加

坡是成功實施劃一稅率的商品及服務稅而設有很少豁免項目的地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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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雖然商品及服務稅在實施方面的一般原則是向廣泛層面徵稅，

但國際慣例是對若干類別的商品及服務實施零稅率或給予豁免。如

對商品實施零稅率，企業可就進項稅申請抵免，但在最終消費階段

則無須繳納商品及服務稅(因為稅率定為 0%)。在簡單的稅制下，

通常只對出口貨物（包括旅客購買的出口貨物）實施零稅率。對出

口貨物實施零稅率，反映商品及服務稅預定以本地消費為稅基。因

技術上消費不在供應地區進行而實施零稅率的其他服務，包括海外

運輸服務、就位於有關地區以外的土地及建築物提供的服務等等。

新加坡則定了一個公式，實際上對金融服務大部分的費用實施零稅

率。至於遊客購買而在有關地區以外耗用的物品，一律須在購買時

繳納商品及服務稅，然後在離境時向有關當局提供證明，以獲退回

所繳納的稅款。 

 

9. 如商品或服務獲豁免繳納商品及服務稅，該稅項不會在消費階

段徵收，但企業不可就投入的資源所繳納的商品及服務稅申請抵

免。國際上，金融服務應否獲豁免的問題仍未有定論，例如一般不

實行零稅率的銀行交易。不過，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令很多國家的

金融服務都獲豁免繳納商品及服務稅。 

 

執行及遵從稅例 

10. 商品及服務稅是自我評估的稅項，依賴納稅人自願遵從有關

法例。其他地方的經驗顯示，雖然不同行業的遵從成本並不相同，

但遵從成本與稅項本身的設計是否簡單有密切關係。如設有多個稅

率及大量豁免項目，企業會感到十分煩擾。對企業來說(尤其大型

企業)，遵從的負擔主要是一次過轉換會計和資訊系統。企業在收

取商品及服務稅後，只需在課稅期結束時將淨收的稅款繳付給政

府，這有利現金流轉，減輕企業的遵從負擔。 

 

11. 對稅務當局來說，複雜的商品及服務稅稅制會增加人手開

支。據估計，如在香港實施簡單的商品及服務稅稅制，所需的行政

費用會與現行的主要稅項的比例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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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經濟的影響 

12. 外地的經驗顯示，實施商品及服務稅往往在短期內對經濟造

成不利影響，尤其是在通脹和消費兩方面。就通脹而言，實施商品

及服務稅通常導致通脹率一次過上升，但升幅較商品及服務稅稅率

本身為小。實際升幅取決於有關經濟體系當時的經濟情況，以及商

品及服務稅稅率。至於消費方面，短期影響與通脹相似，即取決於

當時的經濟氣候、商品及服務稅稅率，以及企業和顧客的反應。一

般而言，商品及服務稅稅率若定得較低，會較易接受，並有助減少

短期的負面影響。長遠而言，當商品及服務稅實施一段時間後，一

般都不會有持久的負面影響。 

 

補償 

13. 開徵商品及服務稅的大部分地區，以往均曾徵收某種形式的

消費稅，而開徵商品及服務稅通常是較大規模的稅務改革中的一個

主要部分，最顯著的情況是用以取代批發銷售稅和應課稅品稅。引

入商品及服務稅的整體目標，往往不是純粹為了增加政府收入，而

是要重整稅制，令稅制更公平。商品及服務稅收入則用以代替以往

其他形式的消費稅收入、寬減入息稅，以及提供補償。就香港的情

況而言，諮詢委員會了解到香港沒有消費稅可予取代，而在其他方

面實施寬減措施的範圍，須視乎當時的財政狀況而定。 

 

14. 公 眾 諮 詢 凸 顯 了 商 品 及 服 務 稅 被 視 為 累 退 稅 這個 主 要 性

質。豁免對日常必需品徵收商品及服務稅可減低這稅項的累退性，

有部分地區給予這類豁免。不過，就何謂必需品而言，沒有一致接

受的定義或清單。根據外地的經驗，豁免對若干項目徵稅，不但會

縮窄稅網，而且為了維持徵稅能力，商品及服務稅的稅率本身亦要

承受壓力。新西蘭的一個研究指出，因豁免對基本食物徵稅替社會

所帶來的好處，不成比例地落入較富裕階層的口袋中。再者，經濟

中立性受到損害，遵從成本和行政費用均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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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諮詢委員會認為，要減低商品及服務稅的累退性，與其主觀

地豁免對某些種類的商品及服務徵稅，不如直接向某些對象作出補

償，例如增加綜援金額，以悉數補償商品及服務稅為合資格家庭帶

來的額外開支。至於那些沒有資格領取綜援而入息又未達到須繳納

薪俸稅的人士，諮詢委員會建議，若開徵商品及服務稅，政府亦應

考慮為這類人士作出適當的補償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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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F─附錄 A 

所選地區的商品及服務稅稅率 

 

地區 

 

調低稅率 

(%) 

標準稅率 

(%) 

調高稅率 

(%) 

澳洲 - 10 - 

奧地利 10/12 20 - 

比利時 0/1/6/12 21 - 

加拿大 0 7/15 - 

捷克 5 22 - 

丹麥 - 25 - 

芬蘭 8/17 22 - 

法國 2.1/5.5 20.6 - 

德國 7 16 - 

希臘 4/8 18 - 

匈牙利 0/12 25 - 

冰島 14 24.5 - 

愛爾蘭 0/3.3/10/12.5 21 - 

意大利 4/10 20 - 

日本 - 5 - 

南韓 - 10 - 

盧森堡 3/6/12 15 - 

墨西哥 0/10 15 - 

荷蘭 6 17.5 - 

新西蘭 - 12.5 - 

挪威 0 23 - 

菲律賓 - 10 - 

葡萄牙 5/12 17 - 

新加坡 0 3 - 

西班牙 4/7 16 - 

瑞典 0/6/12 25 - 

瑞士 2/3 6.5 - 

台灣 - 5 - 

泰國 - 7 - 

土耳其 1/8 15 23/40 

英國 0/2.5/5 17.5 - 

 


	地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