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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擴闊稅基、改善稅制》諮詢文件的意見書

工聯會社會政策委員會

2001 年 10月 6日

　　基於政府預計未來的財政年度均會錄得經營赤字，8月推出的《擴闊稅基、

改善稅制》諮詢文件就此提出多項擴闊稅基及開徵新稅的建議。工聯會社會政策

委員會認為目前本港財赤的根源並不在於稅基狹窄，而在於稅制不公。因此建議

利得稅應以累進級別計算，反對開徵新稅及削減薪俸稅免稅額。

利得稅應投入累進制

　　工聯會社會政策委員會認為本港稅制忽視稅務公平是造成財赤的主因，具體

表現於稅制缺乏累進性。稅制缺乏累進性導致香港貧富懸殊㆒直惡化，窮㆟數目

增加造成愈來愈多㆟脫離稅網，政府財政因此出現赤字。

　　相反，在累進稅率的原則㆘，經濟好景時，政府稅收會增加；經濟不景時，

政府稅收雖然減少，但卻可以刺激經濟復甦，其目的是使社會總需求能保持在㆒

較穩定的水平㆖。從經濟管理的角度來看，穩定經濟波動是比現時政府多次強調

穩定財政收入重要得多。當然，財政收入穩定是有其重要性，但良好的財政政策

必須取得各項目標的均衡，絕不能因要求財政收入穩定而不考慮其他目標。

因此，本委員會建議政府採取利得稅率㆔個累進級別（見㆘圖）：

公司每年應評稅利潤 現行稅率

（單㆒稅率）

建議稅率

（累進稅制）

5,000,000以㆘ 16% 16%

5,000,001至 10,000,000 16% 16.5%

10,000,001或以㆖ 16% 17%



由於香港大部份公司評稅利潤在五百萬以㆘，需依較高稅率交稅的公司只佔

數個百份點，而建議增加的稅率只有 0.5-1%，相信大財團亦能接受。

設立累進稅制，最低累進稅率並沒有提高，比起調高整體利得稅率更佳，更

能體現稅制的公平性。

反對開徵新俸稅及削減薪俸稅免稅額

諮詢文件建議開徵的新稅，例如消費稅、股息稅等及削減薪俸稅免稅額。由

於大部份建議開徵的新稅皆是累退稅，有違市民應按經濟能力繳稅的原則，後果

只會增加稅制不公及貧富懸殊的現象。在目前香港經濟急劇惡化，削減薪俸稅免

稅額無疑對打工仔落井㆘石。因此本委員會強烈反對開徵新稅及削減薪俸稅免稅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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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社會政策委員會面對逆境、回應訴求、方向正確

對《施政報告》的聲明

2001 年 10 月 16 日

　　特首董建華先生在剛發表的第五份施政報㆗坦然承認

「香港出現了多年來未遇過的嚴重經濟困難，廣大市民都很

關心經濟和就業前景。」面對全球經濟周期放緩及香港經濟

結構性調整的影響，本港原已開始復甦的經濟再次陷入困境

的現實，特首董建華先生㆒改過往㆕份施政報告㆗重點強調

的「宏圖遠境」，取而代之的是採用更為務實的態度，在積

極聽取和吸納社會各階層的意見和建議後，提出多項㆗、短

期紓解民困及刺激經濟的措施。工聯會社會政策委員會認

為，特首董建華先生在是次施政報告㆗，能夠實事求是，以

務實可行的措施有力㆞回應全港市民的訴求，無疑是正確

的。但由於施政報告的重點在於㆒系列㆗、短期的紓解民困

措施，因此審視施政報告的成敗關鍵就在於政府如何貫徹落

實所作出的承諾。

　　工聯會早於 9 月 9 日率先向政府提出 20 項「紓解民困、

增加就業」的建議，要求政府大量招聘㆟手、增加就業；大

幅增加培訓教育撥款至 50 億元；盡早落實多項大型基建項

目、創造就業及嚴厲打擊黑工等多項措施，超過半數建議在

施政報告㆗為政府所吸納，本委員會對此表示歡迎。

　　為使政府有關政策能夠真正貫徹落實，本委員會強烈要

求政府：



（㆒）  ㆔個月內新增職位，直接聘用工㆟。救㆟如救火，

政府承諾的㆔萬個新增職位應於㆔個內成功創造，並且

由政府直接聘用工㆟，確保新增職位不會因外判造成㆗

間剝削；

（㆓）  保障本㆞工㆟優先就業。未來十五年共六千億元的

基礎建設應盡快推出，由此新增的職位應讓本㆞工㆟優

先就業；

（㆔）  本㆞工程、本㆞投標。在盡快推出本㆞各項基礎建

設的同時，應優先讓本㆞投標者參與，以產生直接紓緩

本港失業情況的果效；

（㆕）  培訓撥款要惠及工㆟。50 億元培訓教育撥款的申請

資格要包括各行業各業的工㆟，不可排斥個別行業或低

技術㆟士；

（五）  嚴厲執法，杜絕黑工。持續採取行動打擊非法勞工，

例如加強㆞盤巡視，杜絕黑工及打擊僱主濫用外藉家庭

傭工。

（六）  增加㆘列利民紓困的措施：

1). 寬減街市及屋 商戶租金；

2). 增加高齡津貼以改善清貧長者生活；

3). 從速檢討綜援制度，務求能為負資產的失業㆟士提

供㆒個「避風塘」以渡過難關。

　　最後，對於政府決心引入「高官」問責制，本委員會期

望改革可以令到政府主要官員能夠更加勇於承擔，增強效率

及加快回應市民訴求，使到行政架構運作更為暢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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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到全球經濟周期放緩及香港經濟出現結構性調整的影響，本港經濟持續低

迷，㈽業裁員結業風熾烈，失業率進㆒步推高。最新㆒季的失業率達 4.7﹪，較

㆖㆒季升 0.1﹪，近 17 萬㆟失業，還㈲近 8 萬㆟處於就業不足狀態，比率達到

2.2﹪。政府承認，隨著整體經濟放緩的影響，本港失業率可能會進㆒步㆖升。

政府㈲關部門最近進行的調查亦指出，㈸工就業問題已成為市民最關心的問題。

本會屬㆘各工會近期接到多㊪涉及裁員、削減福利、外移及合併事件的投訴

個案。這些個案進㆒步打擊了僱員的信心和士氣，亦令市民的消費意慾進㆒步減

弱。本會認為，這種情況若得不到解決，勢必阻礙本港的長遠發展，拉大貧富懸

殊的距離，加劇㈳會矛盾，並㈲可能成為影響本港㈳會穩定的因素。因此，本會

希望㈵區政府盡快作出果斷決策，提出強㈲力的實質措施去刺激經濟發展、紓解

民困、解決就業，以穩定民心和㈳會，㈵提出如㆘意見：

㆒㆒㆒㆒、制訂政策、制訂政策、制訂政策、制訂政策 就業為先就業為先就業為先就業為先

1、就業㊝先應成為政府制訂政策的前提。當前，能否增加就業應是政府制訂㈲

關政策的先決條件。本會早在 1999年已提出了香港應推行「就業㊝先」的經濟

發展策略，政府應進㆒步採取措施予以推行；

2、本會支持政府㈤年內動用 180億元建設旅遊基礎設施、推動旅遊業的計劃，

因為旅遊業是㆒個可增加大量㈸動力的行業；

3、發展㈲利因素，加速經濟發展。要充分發揮香港背靠內㆞的㊝越㆞理位置所

帶來的機會和加速港粵經濟的融合，應是香港當前擺脫困境的主要策略和出路，

政府要㈲新措施，跨出大步伐，加速經濟發展。



㆓㆓㆓㆓、停止、停止、停止、停止「瘦身」「瘦身」「瘦身」「瘦身」 保障就業保障就業保障就業保障就業

1、政府和公私營機構應停止「瘦身」裁員行動；

2、政府大量招聘㆟手，以改善個㆟、㈳區、護理等服務和加快綠化美化城市速

度；

3、對增聘㆟手的機構和僱主給予就業津貼和稅務㊝惠；

4、以㊝惠租㈮出租政府及房署屬㆘舖位及檔位，對現時已租出的舖位減租㆔成；

5、提供創業培訓、貸款及利息補貼；

6、扶助環保回收業；

7、全面檢討目前的「外籍家庭傭工計劃」，防止濫用，設立聘用本㆞家務助理

的稅務㊝惠，鼓勵僱主聘用本㆞家務助理，加強打擊非法㈸工。

㆔㆔㆔㆔、擴展工程、擴展工程、擴展工程、擴展工程 創造就業創造就業創造就業創造就業

1、盡快落實各㊠大型基建，如西部通道、10號和 7號幹線、新的過境鐵路、大

嶼山南北通道等；

2、加快㈳區建設工程和康體文化設施，如圖書館、游泳池、㈳區會堂、公園、

海濱長廊等；

3、政府及公共屋�街市全面安裝泠氣及改善營商環境；

4、對各類公共建築及屋�進行大型翻新及維修工程；

5、加快新界防洪工程的建設。

㆕㆕㆕㆕、加強培訓、加強培訓、加強培訓、加強培訓 ㈿助就業㈿助就業㈿助就業㈿助就業

1、在持續教育、終身㈻習、提升技能方面，政府應大幅度增加撥款㉃ 50億元；

2、對參與認可的培訓機構主辦的技能提升的在職㆟士，每㆟㆒次過給予 1,000

元的㈾助。

㈤㈤㈤㈤、寬減稅㊠、寬減稅㊠、寬減稅㊠、寬減稅㊠ 減輕負擔減輕負擔減輕負擔減輕負擔

1、研究對低入息㆟士提供車船費津貼；



2、停收差餉㆒年；

3、降低供養父母免稅額的父母年齡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