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郵 (mleung@legco.gov.hk) 

香港中區 
立法會道 1 號 
立法會綜合大樓 
立法會秘書處  
(經辦人: 林蔭傑先生) 
 
林先生： 
 
 

《2018 年稅務（修訂）（第 5 號）條例草案》 

 
           你於今年 7 月 3 日來函收悉，當中夾附法案委員會 6 月

26 日會議跟進事項一覽表。政府的回應載於附件。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梁偉成       代行) 

 
副本送： 
稅務局局長(經辦人：趙國傑先生) 

2018 年 7 月 24 日  

立法會 CB(1)1303/17-18(02)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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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 年稅務（修訂）（第 5 號）條例草案》委員會 

 

政府就 2018 年 6 月 26 日會議跟進事項所作出的回應 

 

  在 2018 年 6 月 26 日的會議上，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

供以下資料： 
 

(a) 在與其他區內其他金融中心(如新加坡)競爭角度方面，提

供優化合資格債務票據計劃的理據； 
 

(b) 提供合資格債務票據計劃由 1996 年推出至近年的主要相

關數據，顯示計劃於促進債券市場發展的成效；及 
 
(c) 考慮委員的建議，在實施優化合資格債務票據計劃實行一

段時間後，定期向財經事務委員會報告進展。 
 
優化計劃對香港競爭力的影響 

 
2.  合資格債務票據計劃在 1996 年推出，其後經過多次修訂。該

計劃的政策目的是吸引海外發債機構來港發債，以及拓展本地債券市

場。鑑於香港與區內其他金融中心競爭激烈，本地債券市場不斷轉變，

現有的合資格債務票據計劃已不足以達到預期的政策成效。 
 
3.  首先，現時規定合資格債務票據必須由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

統託管和結算，這項準則未能配合香港企業債券市場的情況。在香港

發行的債券大多在國際市場銷售，並往往由國際結算所託管和結算。

礙於須由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託管的規定，不少債務證券無法參與

該計劃。  
 
4.  其次，根據現行安排，原來年期少於七年的債務票據可獲寬

減的利得稅水平較低(即 50%)，令有意發行年期較短的債務票據發行

人在香港發行該類票據的意欲較低。同時，其他區域性金融中心亦已

相繼推出優惠措施以推廣其債券市場，例如新加坡自 1998 年起已推

出類似的合資格債務證券計劃，並於 2017 年啟動亞洲債券資助計劃

以吸引企業到新加坡發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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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為推動香港債券市場發展，我們建議優化計劃，把不同年期

債務票據的稅務寬減劃一，以及擴大適用的票據範圍，涵蓋與香港有

關連的票據。   
 

合資格債務票據計劃的成效 
 
6.  1996 年至今，香港債券市場取得可觀的成長。現時香港已是

亞洲區內(不計日本)第三大的債券市場。有關合資格債務票據使用情

況及企業在香港發行債券情況的數據請參閱下表。1 
 

年份 註冊為合資格債務票

據的債券(百萬美元)
公司債券發行總量 

(百萬美元) 
1996 833 9,218 
2006 1,871 35,619 
2016 4,360 76,280 

 
7.  優化計劃將鼓勵投資者利用香港作為債券投資及交易平台，

並可讓香港把握國際間對亞洲債券市場日感興趣的機遇，吸引更多投

資者在香港發行債券和拓展債券市場業務，使專業服務業及整體經濟

受惠。本地債券市場進一步發展，也會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

力。 
 
8.  政府樂意在優化計劃實行一段時間後在適當時候向立法會報

告計劃的進展。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2018 年 7 月 

                                                       
1
資料來源：稅務局及亞洲開發銀行。公司債券發行總量包括港幣公司債券及 G3 貨幣（美元、

歐元及日元）債券總體發行情況。G3 貨幣債券發行僅有 2000 年以後數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