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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由於香港市民投資股票市場的人數不少，故社會上曾數度

討論開徵股息稅以擴闊稅基。現時，股息收入無須課稅，因此這種

新稅項亦被認為是一個能把以股息賺取豐厚收入的人士納入稅網的

方法。早於 1975 年，時任財政司夏鼎基爵士 1 重提上任財政司
郭伯偉爵士 2  在 10 年前提出開徵股息稅的構思。夏鼎基在宣讀
1975 年度財政預算案演詞時，首次宣布政府擬開徵股息稅 3，惟 終

未能成事。 4 
 
1.2 在 2000 年代初，政府面對香港可能出現 "結構性 "財政赤字
的情況，因此再次引起社會對開徵股息稅的討論。政府曾於 2001 年
進行諮詢，邀請公眾就開徵稅基廣闊的新稅項發表意見。其後，

政府在 2006 年就如何改革香港稅制以擴闊稅基，進行了另一輪
諮詢。在兩輪諮詢中，政府均否決了開徵股息稅的建議，主因之一

是政府認為不值得引入這新稅項，因會令稅制變得複雜。 5 
 
1.3 近年，有意見認為政府應該按照個人負擔能力徵稅，而    
"綜合所得 "(comprehensive income)是一個獲社會接納的指標，可用以
衡量個人的負擔能力。在綜合所得稅稅制 (comprehensive income tax 
regime)下，任何來源的入息均須繳付入息稅。然而，在香港的入息
分類稅制6 (schedular income tax regime)下，政府只會以利得稅、物業稅

                                           
1 夏鼎基爵士於 1971 年至 1981 年期間擔任香港財政司。  
2 郭伯偉爵士於 1961 年至 1971 年期間擔任香港財政司。  
3 據夏鼎基爵士所述， "香港稅制的另一個特點，或至少可以說是其不尋常之處，是
沒有就股息徵收任何形式的稅項 "。請參閱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1975)。  

4 據 Littlewood (2010) 所述，開徵股息稅的提議遭到當時的立法局非官守議員反對。  
5 請 參 閱 Advisory Committee on New Broad-based Taxes (2002)、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Bureau (2007a) 及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Bureau (2007b)。 
6 分類稅制指分別就不同來源的收入 (即在不同 "類別 "下的收入 )進行徵稅的制度。
故此，政府會就業務利潤、工資和薪金、來自物業的收入等分開評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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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薪俸稅的形式，分別就業務利潤、租金收入及受僱入息徵稅。

大型企業的董事兼股東本身很可能賺取極高的收入，但他們可利用

無須課稅的股息作為支取收入的主要方式，從而避免繳付個人

課稅。  
 
1.4 與香港的情況相反，美國、英國及澳洲等一些已發展經濟

體系均採用與綜合所得稅結構相似的稅制。在該等稅制下，勞動

收入、資本收入 (包括股息及利息 )，以及其他收入來源，均會一併
計算為用作徵收個人稅務的總入息。雖然股息稅或有助這些經濟

體系增加政府收入，但開徵股息稅亦容易引致對公司收入遭雙重

徵稅的問題。因此，相關的經濟體系均已推行不同的寬免措施，

以避免或紓緩雙重徵稅的問題。  
 
1.5 應張超雄議員的要求，資料研究組擬備本資料摘要，就下述

事宜提供背景資料︰ (a)股息稅的性質； (b)在香港開徵股息稅的
討論；以及 (c)選定海外地方對股息收入的處理方法。  
 
 
2. 股息稅的性質  
 
 
2.1 股息泛指公司按持股量分派予股東的部分除稅後盈利。 7 
股息可透過現金、股份或其他形式派發，但以現金股息為 常見。 8 
香港的《公司條例》 (第 622 章 )把股息定義為不論以現金或其他
方式 "分派 "公司資產予其成員，而公司只可從可供分派的利潤中
劃出分派的份額。 9  同樣地，香港與外地簽訂的避免雙重課稅
協定，亦將股息界定為來自股份或其他不涉及債權的利潤分享權利

所得的收入。 10 
  

                                           
7 公司一般不會把除稅後盈利全數分派為股息，而通常會保留部分利潤以便再次投資

於公司未來的業務計劃。請參閱 Black (2017)。  
8 鑒於股東通常收取現金股息，因此本資料摘要的研究僅涵蓋現金股息。  
9 公司可供分派的利潤，是將公司的累積已實現利潤，減去累積已實現虧損的款額。

上市公司須符合下述條件才可分派利潤︰ (a)其淨資產值不少於其已催繳股本及
不可分派的儲備的總額；以及 (b)作出該項分派時，不會使該等資產值的款額減至
少於該總額。請參閱《公司條例》 (第 622 章 )第 297 至 298 條。  

10 請參閱《稅務 (關於收入稅項的雙重課稅寬免和防止逃稅 ) (愛爾蘭 )令》 (第 112BQ 章 )
附表第 1 部第 10 條第 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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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收入的處理  
 
2.2 香港目前並無徵收股息稅 11，不會對於從外地匯返香港的

股息徵稅，而股東亦無須就香港公司向其派發的股息課稅。至於

本地公司向外地股東派發的股息，香港亦不會徵收任何預扣稅。  
 
2.3 有別於香港，若干已發展經濟體系已引入股息稅，作為

一種按股份持有人所收取的股息金額而釐定的入息稅。 12 股息稅
可透過預扣稅的制度來徵收，即派發股息的公司會預先扣起股息中

所須繳付的稅款，然後將餘下的款項支付給股東。股息稅亦可根據

綜合所得稅稅制來徵收。在這種稅制下，股息被納入為個人收入的

一部分，並依據相同的入息稅率表，與其他類別的收入一併計算

應課稅款。此外，股息稅亦可採用雙軌入息稅制 (dual income tax 
regime)，按照分類稅制把總收入分為資本收入及勞動收入，並在
不同的稅基下分開評稅。  
 
 
徵收股息稅的議題  
 
2.4 在已發展經濟體系中，由於市民投資股票市場的人數

不少，因此股息稅一般被認為是稅基廣闊的一種稅項，並視為增加

政府收入提供了一條可行途徑。此外，政府亦可透過累進模式徵收

股息稅，有助維繫稅制橫向和縱向的公平性 13，尤其是開徵股息稅

可反映 "能者多付 "的課稅原則。再者，由於現時部分人士可透過
股息獲取豐厚收入，卻無須為此繳付任何入息稅，因此單憑勞動

收入或許不是衡量個人負擔能力的 理想指標。  
 
2.5 儘管徵收股息稅或有助擴闊稅基，但此舉卻容易為公司

利潤帶來雙重課稅的問題。公司作為一個 "法人 "團體，必須就所
賺取的利潤課稅，但公司其後向股東派發股息時，如對來自該筆

利潤的股息徵稅，便會產生雙重課稅的問題。換言之，同一筆利潤

被徵稅兩次：第一次在賺取利潤時由公司繳付，而第二次則在派發

股息予股東時，由股東以個人身分繳付。   

                                           
11 一如第 1.2 段所述，香港的入息分類稅制只以利得稅、物業稅及薪俸稅的形式，
就源自香港的利潤／收入徵稅。由於股息收入不屬於上述任何一個類別，因此股東

無須就其收取的股息課稅。請參閱《稅務條例》 (第 112 章 )第 26(a)條。  
12 請參閱 Harding (2013)。  
13 "能者多付 "原則可分為橫向公平性與縱向公平性。橫向公平性指負擔能力相同的
人士應繳付相同稅款，而縱向公平性則指收入較高的人士應繳付較多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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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除了雙重課稅的問題外，亦有意見質疑股息稅能否為政府

帶來可觀而穩定的收入 14，尤其是來自股息稅的收入容易受公司的

股息政策影響。公司即使錄得利潤，仍可選擇把利潤再投資於未來

的業務計劃或回購股份，而不派發股息。此外，股息派發的金額亦

取決於整體經濟情況。一般而言，在經濟下滑時，公司利潤自然

減少，所派發的股息亦會下調，反之亦然。其中一個例子，是在

2008 年至 2009 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及其後經濟自 2010 年起
反彈期間，美國納稅人所申報的股息收入顯然地隨當時經濟周期的

順逆而波動 (圖 1)。  
 
 
圖 1 ⎯⎯  2002 年至 2014 年期間美國納稅人所申報的股息收入總額

與實質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  
 

 

 
 
資料來源︰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2002-2014) 及 IMF (2017)。 

 
 
2.7 至於香港奉行的地域來源徵稅原則，亦會為透過股息稅來

公平及有效率地增加稅收上，增添不少難度。在這原則下，只有在

香港產生或來自香港的應評稅利潤才須課稅。假如香港開徵股息稅，

投資者可能選擇投資於海外企業，從而避免課稅。此外，股息稅

亦僅適用於由香港公司派發的股息，匯返香港的外地股息則可獲

豁免課稅。   

                                           
14 請參閱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Bureau (200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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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香港開徵股息稅的討論  
 
 
3.1 基於上文概述的股息稅性質，假若香港開徵股息稅，或須

對香港的稅制作出根本性的改變。這意味政府須引入新稅種，或是

將現行稅制改為綜合所得稅稅制，就任何來源的入息徵稅。  
 
3.2 為解決雙重課稅的問題，政府或須進一步立法引入扣減

制度 (imputation system)，而這制度一般頗為繁複，會令香港的稅制
變得複雜。 15 基於現時香港的個人課稅稅率普遍低於公司利得稅的
標準稅率，而扣減制度設有稅收抵免 (tax credit)，這表示股息稅帶來
的稅收可能極少，甚或無法帶來額外稅收。 16,  17 
 
3.3 在上述情況下，香港向來不乏有關開徵股息稅的討論。

下文各段重點扼述過往多年來的主要討論。  
 
 
1960 年代郭伯偉爵士的構思  
 
3.4 早於 1964 年，時任財政司郭伯偉爵士決定就徵收股息預扣稅
進行可行性研究。 18 根據郭伯偉爵士的計劃，所分派的公司利潤
課稅兩次，稅率均為 12.5%︰第一次是公司就其利潤課稅；隨後
如公司派發股息，便會再從股息中扣除稅款。 19 但郭伯偉爵士
沒有就這種雙重課稅情況提出任何寬免措施。因此，開徵股息稅

不獲當時的立法局支持 20，該構思其後於 1966 年遭擱置。  
  

                                           
15 在全面扣減制度下，公司分派給股東的利潤中所包含的已繳付利得稅稅額，會以
稅收抵免的形式轉往個人股東名下。股東收到的現金股息加上稅收抵免額作返計

還原，得出其應課稅股息的總額。其後，轉給股東的利得稅稅額，即其所得的稅收

抵免額，將在股東個人的總體稅務負擔中扣除 (請參閱附錄 I，以了解相關詳情 )。  
16 請參閱 KPMG (2001)。  
17 採用扣減制度或會牽涉其他問題。舉例來說，新加坡在 2003 年引入單一稅制   

(one-tier system)，取代其扣減制度。根據單一稅制，在新加坡產生的利潤只會在公司
層面徵稅一次，而在股東層面所分派的利潤不會再次徵稅。據新加坡政府所述，

原有的扣減制度未能配合日趨複雜的商業交易，而且在監察避稅活動方面涉及較高

的遵從成本。此外，缺乏稅收抵免額度予股東的公司傾向不願分派利潤。  
18 請參閱 Littlewood (2010)。  
19 據 Littlewood (2010) 所述，郭伯偉爵士的意圖並不明確。他似乎計劃設立綜合所得稅
稅制，而他打算在達成此終極目標前，先開徵股息預扣稅，以此作為一項臨時

措施。  
20 請參閱 Official Report of Proceeding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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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代夏鼎基爵士提出的建議  
 
3.5 在約 10 年之後，夏鼎基爵士重提郭伯偉爵士的構思，並在
1975 年度財政預算案演詞宣布，政府擬開徵股息稅。他其後將
稅率訂於 3.5%，並建議為在公司之間派發的股息提供稅務寬免，
藉以避免雙重課稅的問題。為防止公司透過保留利潤及不宣佈派息

來規避這種新稅項，在股息稅之外另開徵未分派利潤稅，稅率訂

為 7%。夏鼎基的建議遭到當時的立法局非官守議員及部分主要
工商團體反對。反對者認為開徵股息稅會造成不少問題，包括雙重

課稅和令香港的簡單稅制變得複雜，不利投資環境。 21 結果，
夏鼎基在其 1976 年度財政預算案演詞宣布延後提交開徵股息稅的
議案，並 終在其 1978 年度財政預算案演詞宣布接納第三個税務
條例檢討委員會 (Third Inland Revenue Ordinance Review Committee)的
建議，擱置開徵股息稅的計劃。 22 
 
 
2001 年的稅基廣闊稅制公眾諮詢  
 
3.6 如上文提及，政府曾兩度嘗試在香港開徵股息稅，但均以

失敗告終。其後，開徵股息稅的討論於 2000 年代初再次興起。
政府於 2000 年成立稅基廣闊的新稅項事宜諮詢委員會，因應本港
經濟在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後全面逆轉，可能出現 "結構性 "
財政赤字的問題，就此考慮哪些新稅項適宜引進香港。諮詢委員會

於 2001 年 8 月展開為期兩個月的公眾諮詢，邀請公眾就引進
新稅項發表意見。  
 
3.7 經審議各個稅項方案及在諮詢期間接獲的公眾意見後，

稅基廣闊的新稅項事宜諮詢委員會並不支持開徵股息稅以擴闊稅基

這構思。據諮詢委員會所述，如實施扣減制度以避免雙重課稅，

有關法例可能極為複雜，也不易施行。此外，由於香港奉行地域

來源徵稅原則，加上在扣減制度下所提供的稅收抵免，政府增加

可觀的額外稅收能力或因而被削弱。其他須關注事宜亦包括股息稅或

令公司傾向把利潤再投資以助股價增長，而非向股東派息。諮詢委員會

                                           
21 請參閱 Official Report of Proceeding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1976)。  
22 第三個税務條例檢討委員會亦明確地否決開徵股息稅的建議，原因如下︰ (a)徵收
股 息 稅 須 進 行 複 雜 的 立 法 工 作 ； 以 及 (b)提 高 利 得 稅 稅 率 即 可 增 加 同 等 水 平 的
稅收。第三個税務條例檢討委員會由時任港督麥理浩爵士於 1976 年成立，就利潤
及其他形式收入進行徵稅的制度作檢討，包括股息的稅務處理方法及其與公司利潤

徵稅事宜的關係。請參閱 Littlewood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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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建議政府開徵商品及服務稅，作為引進香港的稅基廣闊新稅項，

以應付增加稅收的需要，而沒有採納股息稅及其他稅項方案。  
 
 
2006 年的稅制改革公眾諮詢  
 
3.8 政府於 2006 年進行另一輪諮詢工作，邀請公眾就如何改革
香港稅制以擴闊稅基發表意見。由於政府着眼於推薦商品及服務稅

作為擴闊稅基的 合適方案，故此相關的討論大部分都聚焦於應否

引入這新稅項。政府雖然在研究其他稅項方案時亦有論及股息稅，

但同時重申了上文所述的稅基廣闊的新稅項事宜諮詢委員會的

立場。但政府亦提醒開徵股息稅不利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及商業中心

的地位，因投資者可能選擇或遷往其他不徵收股息稅的地區，作為

他們的投資基地。  
 
 
近期有關股息稅的討論  
 
3.9 近年有意見提出，由於單憑勞動收入並非衡量個人納稅

能力的 理想指標，所以政府應開徵股息稅，藉此推動社會公平。 23 
再者，股息稅或有助增加政府收入，以應付因人口老化而預期增加

的公共開支。另一方面，開徵股息稅這種新稅項或可增加庫房

收入，從而為政府降低香港的利得稅稅率創造有利條件，藉此改善

香港在稅務上的競爭力。 24 
 
3.10 與此同時，反對者亦提出了他們不支持開徵股息稅的

理據，包括股息稅或會導致雙重課稅、令香港的簡單稅制變得

複雜、削弱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以及促使投資者轉往

海外投資等情況。 25 
  

                                           
23 舉例方面，請參閱張超雄 (2014 年 )及李卓人 (2013 年 )。  
24 據一名經濟學家所述， "我們不能承受只大幅降低利得稅稅率而不尋求其他代替的
稅收來源 . . . . . .但我們可主張，透過削減一半利得稅稅率實際上會令一半的利潤無須
課稅，因而提供了充分理據就所分派股息的一半徵稅。 "  請參閱 Ho (2017)。  

25 舉例方面，請參閱張華峰 (2013 年 )及鍾國斌 (2014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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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選定地方對股息收入的處理方法  
 
 
4.1 雖然香港仍未就應否開徵股息稅達成共識，但一些已發展

經濟體系已引入股息稅多年，作為一種按股東獲派發的股息金額而

徵收的入息稅。一如表 1 所示，這些經濟體系對股息收入的處理
方法各有不同。部分經濟體系採用傳統制度徵收股息稅，用來派發

股息的公司收入須被徵稅，股息其後亦須徵稅，但政府不會向收取

股息的股東提供稅收抵免，因而導致雙重課稅的問題。  
 
4.2 儘管如此，也有部分經濟體系採用其他稅制，以避免或

紓緩公司收入被雙重徵稅而帶來的影響。其中一種制度是確保只會

向公司的利潤徵稅一次，即豁免向股東徵收股息稅，或在股東層面設

有全面扣減制度。另一種制度則是建基於向股東提供寬免措施如

稅收抵免，以及按優惠稅率對股息收入徵稅，從而緩減雙重課稅的

影響。  
 
 
表 1 ⎯⎯  選定經合組織成員國的股息稅安排 * 
 
制度  股息收入的處理方法  國家  

雙重課稅  
(傳統制度 )  

 股息收入與其他資本收入
一樣，按適用於股東的

個人稅率徵稅。由於沒有

就已繳付的公司稅項提供

寬免，因此公司利潤會

再被徵稅。  

 愛爾蘭、捷克共和國
及匈牙利。  

沒有雙重課稅  
(扣減制度 )  

 全面扣減制度⎯⎯在
股東層面提供包含了已

繳付的本地公司利得稅

稅額的股息稅稅收抵免。

 澳洲、新西蘭、智利
及墨西哥。  

局部雙重課稅  
(向股東提供若干

寬免 ) 

 在股東層面按優惠稅率
(相對於勞動收入稅率
而言 )就股息收入再次
徵稅。  

 美國、奧地利、比利時、
希臘、葡萄牙、

斯洛文尼亞及瑞士。  

 提供股息稅免稅額／免稅
門檻，在股東層面就部分

股息再次徵稅。  

 英國、法國、芬蘭及
意大利。  

豁免   不會就股息向股東
徵稅。  

 愛沙尼亞及  
斯洛伐克共和國。  

註︰  (*)  請參閱附錄 I I，以了解在不同稅制下股息稅稅務負擔的計算方法。  
資料來源︰OECD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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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一如上表所示，愛爾蘭、美國、英國及澳洲採取不同

方式，在股東層面徵收股息稅。研究這些經濟體系有助更深入了解

不同股息稅稅制下的徵收目的，以及這些稅制的近期發展。  
 
 
愛爾蘭的傳統制度  
 
4.4 愛爾蘭是少數採用傳統制度徵收股息稅的海外地方，這種

制度並沒有向收取股息的股東提供任何股息寬免或優惠稅率。愛爾蘭

自 1999 年起徵收股息預扣稅 (Dividend Withholding Tax)，以取代局部
扣減制度 26，愛爾蘭的常駐公司必須從所支付的股息及其他分派

中，預先扣除稅款。股息預扣稅的稅率目前訂為 20%；對於按較高
稅率繳稅的納稅人，愛爾蘭政府會就其股息收入額外徵收 20% 的
稅款。 27 不過，愛爾蘭的常駐公司、退休金計劃及慈善團體所
收取的股息收入均可免稅。  
 
 
政策目的  
 
4.5 在 1999 年開徵股息預扣稅並廢除給予股東稅收抵免，旨在
透過股息預扣稅這新稅項來彌補因減稅而損失的政府收入，從而為

愛爾蘭其後進一步降低公司利得稅稅率的安排鋪路。 28 愛爾蘭在
改變稅制時，展現了其為加強稅務競爭力所作的努力，這是由於

許多與其競爭的經濟體系亦已降低公司利得稅稅率，藉此吸引／挽留

外來投資。  
 
 
近期發展  
 
4.6 愛爾蘭的公司利得稅標準稅率在 1999 年高達 28%，其後稅率
按年遞減，降至 2000 年的 24%、 2001 年的 20%、及 2002 年
的 16%， 後在 2003 年更減至 12.5%。自 2003 年起，愛爾蘭的
公司利得稅標準稅率便一直維持於 12.5%，是目前歐洲聯盟成員國中

                                           
26 愛爾蘭政府在 1999 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把個人免稅額提高了 33.3%，藉以紓緩個別人士
的稅務負擔。  

27 就單身人士而言，愛爾蘭設有兩個稅階：首 33,800 歐元 (291,018 港元 )入息的稅率
為 20% (標準稅率 )，其餘入息的稅率則為 40% (較高稅率 )。  

28 關於對庫房影響的公開資料不多。根據愛爾蘭議會，其預計股息預扣稅每年能有效地
徵收 6,000 萬英鎊 (5.166 億港元 )的額外稅收，可以抵銷部分因降低公司利得稅稅率
而帶來 1.07 億英鎊 (9.213 億港元 )的每年開支。請參閱 Irish Parliament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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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率 低的國家。在這段期間，流入愛爾蘭的外來投資在大部分

時間都高於經合組織成員國的平均數字，亦高於一些採用傳統

股息稅制度的經合組織成員國 (例如捷克共和國及匈牙利 )(圖 2)，
反映愛爾蘭的稅制極具競爭力。  
 
 
圖 2 ⎯⎯  選定經合組織成員國的外來直接投資淨流入佔國內生產

總值的百分率  
 

 
 
資料來源︰ The World Bank (2017)。  

 
 
英國的修正傳統制度  
 
4.7 修正傳統制度的特點在於為股東提供稅務寬免，藉以紓緩

雙重課稅的影響。稅務寬免的形式包括免稅額／免稅門檻及／或按

優惠稅率對股東所收取的股息收入徵稅。  
 
4.8 英國於 2016 年改革股息稅制度，引入免稅額及適用於股息
收入的優惠稅率。在此之前，英國採用局部扣減制度，即向已繳納

利得稅的公司所派發的股息給予股東 10% 的稅收抵免。英國現時向
所有收取源自英國的股息的個人股東提供 5,000 英鎊 (50,350 港元 )
的股息稅免稅額，以抵銷他們的股息稅負擔。只有超出免稅額的

股息收入才須課稅。現時，基本稅率 (basic rate)稅階的股息稅稅率
為 7.5%、較高稅率 (higher rate)稅階的股息稅稅率為 32.5%，而附加

-40%

-20%

+20%

+40%

+60%

+80%
捷克共和國 匈牙利 愛爾蘭 經合組織平均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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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率 (additional rate)稅階的股息稅稅率則為 38.1%。 29 這些股息稅
稅率均低於納稅人在基本稅率稅階、較高稅率稅階及附加稅率稅階中

的個人入息稅稅率，相關稅率分別為 20%、40% 及 45%。退休金基金
和慈善機構的股息收入，以及源自個人儲蓄帳戶 (Individual Savings 
Accounts) 30 所持有股票的股息收入，均可免稅。此外，本地公司
之間派發的股息一般亦可獲豁免課稅。  
 
 
政策目的  
 
4.9 英國引入 5,000 英鎊 (50,350 港元 )的股息稅免稅額，取代
過往局部扣減制度所給予的較為優厚的 10% 稅收抵免，其實是一項
打擊避稅的措施。這個改變預計可削弱部分自僱人士純粹為了減少

繳稅而開設公司，藉此減低相關人士以收取股息替代工資作為收入

的誘因。 31 這項政策的目標亦針對那些同樣透過支取股息而非
工資從而避稅的大企業董事兼股東。 32 
 
4.10 根據負責在全國徵稅的英國稅務海關總署 (HM Revenue and 
Customs)，改變股息稅稅制預期可令庫房收入在 2018-2019 年度
增加 17 億英鎊 (171.2 億港元 )、在 2019-2020 年度增加 27.4 億英鎊
(275.9 億港元)，以及在 2020-2021 年度增加 27.8 億英鎊(280 億港元)。
由此而來的額外稅收應能讓政府落實其預計在 2020 年把公司利得稅
稅率由現時的 19% 降低至 17% 的計劃，把英國打造成全球 具

競爭力的經濟體系之一。  
 
4.11 英國稅務海關總署亦預期，引入股息稅免稅額有助改革並

簡化股息稅稅制，並使之現代化，從而創造更公平的稅制。廢除

稅收抵免後，只有收取大額股息收入或者能自行支取股息取代工資

的人，才需繳納較多稅款。   

                                           
29 英國設有 3 個稅階。應課稅收入介乎 11,501 英鎊至 45,000 英鎊 (115,815 港元至

453,150 港元 )的納稅人須按基本稅率繳稅，應課稅收入介乎 45,001 英鎊至 150,000 英鎊
(453,160 港元至 151 萬港元 )的納稅人須按較高稅率繳稅，而應課稅收入超過
150,000 英鎊 (151 萬港元 )的納稅人則須按附加稅率繳稅。  

30 英國歷屆政府均關注國內儲蓄水平相對偏低的問題，因而在多年來推行不同措施，
讓個人可在免稅環境下儲蓄。個人儲蓄帳戶是獲豁免繳稅的儲蓄帳戶，用以鼓勵

英國居民透過擁有資產作儲蓄及投資。在個人儲蓄帳戶中投資所得的資本回報及

現金所得的利息，其免稅額 高為 20,000 英鎊 (201,400 港元 )。  
31 納稅人可透過這種方法，以節省繳付 (a)稅率高於股息稅的個人入息稅；以及 (b)供款額
按總工資計算的國民保險供款。  

32 英國把董事歸類為僱員，若其年收入包括薪金及花紅超過 8,164 英鎊 (82,211 港元 )，
便須繳交國民保險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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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發展  
 
4.12 在引入股息稅免稅額短短一年後，英國財政大臣便在

其 2017 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提出，由 2018 年 4 月起將股息稅免稅額
由 5,000 英鎊 (50,350 港元 )削減至 2,000 英鎊 (20,140 港元 )。 33 
英國財政大臣解釋，股息稅免稅額的現行水平 "大大提高了成立
註冊公司的稅務優惠， [藉此容許 ]每名董事兼股東從公司收取
5,000 英鎊的免稅股息。對於持有大量股票組合的投資者而言，
這項免稅額亦是極為慷慨的稅務寬免 "。 34 有見及此，他決定削減
股息稅的免稅額，以解決現時董事兼股東所享有的稅務優惠而衍生

的不公平情況，並且為政府增加極為需要的稅收。儘管如此，英國

財政大臣同時將個人免稅額及個人儲蓄帳戶的免稅額分別提高

4.5% 及 31.2%，以紓緩削減股息稅免稅額的影響。  
 
 
美國的修正傳統制度  
 
4.13 在 2003 年以前，美國是按傳統制度對股息徵稅，即把股息
計入總入息之中，並按一般收入徵稅， 高稅率為 39.6%。美國
自 2003 年起轉為採用修正傳統制度，把股息分為一般股息及     
"合資格股息 "("qualified dividends")。合資格股息收入按優惠稅率
(0%、 15% 或 20% 不等 )徵稅，較徵收一般股息的一般收入稅率
為低， 35 詳情見表 2。由此可見，轉用修正傳統制度，實際上寬減
了股息稅。  
  

                                           
33 請參閱 HM Treasury (2017)。  
34 同上。  
35 以一名處於 28% 的稅階、每年收取 20,000 美元 (155,760 港元 )股息收入的投資者為例，
若該筆股息被視為一般股息，該名投資者須繳交 5,600 美元 (43,613 港元 )股息稅。
但假如該筆股息符合 "合資格股息 "的定義，所須繳交的稅款便減至 3,000 美元
(23,364 港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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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一般股息及合資格股息的稅率  
 

一般收入的稅率  一般股息的稅率  合資格股息的稅率  

10% 10% 
0% 

15% 15% 
25% 25% 

15% 
28% 28% 
33% 33% 
35% 35% 
39.6% 39.6% 20% 

資料來源：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2017)。  
 
 
4.14 合資格股息一般來自美國本地公司的股息或部分合資格

外國公司 36 的股息，而投資者 低限度必須持有股票達指定的 低

期限 (即持股期 )。以普通股而言，持股人必須在一個為期 121 日的
時段內，由股息除淨日 60 日前起計，持有該股票超過 60 天。至於
優先股，持股期為股息除淨日 90 日前起計，在一個為期 181 日的
時段內持有該股票達 91 天或以上。 37 未能符合上述規定的股息
將視為一般股息，並以一般收入稅率徵稅。合資格股息的定義及

持股期的作用，是為了針對濫用稅務優惠的情況及相關的投機行為。  
 
 
政策目的  
 
4.15 據美國國會所述 38，以優惠稅率向持股人的股息收入徵稅，

應有助糾正傳統制度下因徵收股息稅而造成的問題。其中包括 (a)
由於雙重課稅的問題為投資收入帶來不必要的稅務負擔； (b)公司
財務決策出現傾斜情況，令公司偏重債權融資而不願意選擇股權

融資 39； (c)因公司偏重債權融資而提高公司借貸比率，以致在經濟
逆轉時存在更高的倒閉風險；以及 (d)公司傾向保留盈利而非將
盈利以應課稅股息的形式分派予股東。   

                                           
36 合資格外國公司指任何在美國屬地註冊成立或其所屬國家與美國簽訂全面性入息稅
條約而受惠的外國公司。倘若某外國公司並未符合這兩項條件中任何一項，而其

派發的股息源於美國證券市場中能輕易買賣的股票，則該些股息仍可視為合資格股息。  
37 請參閱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2017)。  
38 請參閱 US Congress, Joint Committee on Taxation (2005)。  
39 債權融資乃公司向投資者出售債務以籌措資金；而股權融資則涉及公司向投資者
出售股份以換取現金。根據美國的稅務法例，就債務所支付的利息可用作扣稅，

但向股東派發的股息則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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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隨着因稅項設定而造成的問題得到紓緩，美國國會期望

當資本市場的效率提高後，將降低為新投資項目進行融資所需的

資金成本，私營機構的全國投資總額將隨之增加，應能提高產出及

生產力，繼而推動美國經濟。  
 
 
近期發展  
 
4.17 在股東層面按優惠稅率就股息收入徵稅，標誌着美國由

傳統制度轉為修正傳統制度，使股東 終的稅務負擔貼近扣減制度

(見附錄 I I)下的稅務負擔。此舉有助減輕雙重課稅的影響，例如
可緩解因擁有公司股份所得的收入而帶來過重的稅務負擔，以及

改善公司側重債權融資多於股權融資的情況。  
 
4.18 在 2003 年推行的股息稅寬減措施原定於 2010 年屆滿，
經過多番討論及政治談判後，美國國會將股息收入的優惠待遇延長

兩年至 2012 年年底。該項優惠稅率 終於 2013 年 1 月 1 日成為
恒常措施，但合資格股息的 高收入級別稅率則由 15% 提高至 20%。  
 
 
澳洲的扣減制度  
 
4.19 澳洲過往曾採用傳統制度徵收股息稅，導致公司向股東派

發股息時，出現公司盈利遭雙重徵稅的情況。澳洲於 1987 年推行
扣減制度，以緩解雙重課稅的情況。在這制度下，澳洲容許常駐

公司將已經繳付的公司利得稅稅款轉化為稅收抵免 (又稱已繳稅
抵免 )。收取股息的投資者會同時獲得已繳稅抵免，用作抵銷其
入息稅的部分稅務負擔。 40 
 
4.20 投資者在填報個人入息稅時，須同時填報股息金額及已繳

稅 抵 免 額 。 投 資 者 收 取 的 股 息 會 與 已 繳 稅 抵 免 額 返 計 還 原

(gross up)，即把股息與已繳稅抵免額相加，以得出有關股息的報稅
總額。然後在計算該名投資者的入息稅應課稅款時，其所得到的已

繳稅抵免額便可抵銷其所應課稅款 (附錄 I 引例說明澳洲的扣減制度
如何計算股息稅款 )。 41假如股息的已繳稅抵免額高於入息稅下的

                                           
40 以下是已繳稅抵免額的計算方法：已繳稅抵免額 =(股息金額／ (1-公司利得稅稅率 ) ) -
股息金額。若一家按 30% 公司利得稅稅率繳稅的公司向股東派發 70 元股息，其已
繳稅抵免額 =(70 元／ (1-30%)) -70 元 =30 元。  

41 獲取超過 5,000 澳元 (28,900 港元 )已繳稅抵免額的股東須持有該股票至少 45 天   
(優先股持股期為 90 天 )，持股期不計算購股日及售股日，才可利用已繳稅抵免額
抵銷個人稅務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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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負擔，則可將已繳付公司利得稅稅款中多出的部分退還予有關

投資者。在推出全面扣減制度後，收取股息的投資者只須就公司

利得稅與投資者個人邊際稅率之間的差額課稅。 42 
 
 
政策目的  
 
4.21 澳洲採用全面扣減制度的目的，是把公司稅與持股市民的

個人稅合併，此舉應有助減少在傳統制度下的若干偏向情況，包括

公司在作出融資決策時偏重債權融資，以及公司傾向保留盈利等。 43 
 
 
近期發展  
 
4.22 在澳洲只有當地股東才可利用已繳稅抵免額抵銷其入息稅

的稅務負擔，在扣減制度下存有這種差別性稅務待遇，為澳洲帶來

預期以外的後果，例如澳洲公司不願投資於外國業務；稅收抵免的

優惠亦有機會影響澳洲本地投資者的投資決定，即有可能吸引他們

集中投資於以國內業務為主的澳洲公司，惟這現象會導致因投資

組合欠缺多元化而增加投資風險。  
 
4.23 澳洲政府分別於 2008 年及 2015 年展開諮詢，就稅制架構
收集公眾意見。在該兩次諮詢工作中，有人士關注到澳洲的扣減

制度能否適應日漸全球化的經濟及其越趨複雜的商業交易，還有

是否配合來自不同國家對外來投資的白熱化競爭。至於其他關注

事宜包括：扣減制度所需的遵從成本 (compliance cost)增加，以及其
對政府庫房所造成的負擔，尤其是越來越多納稅人因所得的已繳稅

抵免額多於其稅務負擔而提出退還款項的申索。不過，諮詢期間

所接獲的意見書大部分均主張不必改變扣減制度。 終，澳洲政府

決定維持扣減制度不變。 44 
  

                                           
42 假如公司利得稅稅率為 30%，而投資者的個人邊際稅率同為 30%，投資者便無須
就股息繳稅。假如邊際稅率為 46.5%，投資者只須支付兩者的差額，即 16.5%。  

43 請參閱 Reinhardt and Steel (2006)。  
44 據澳洲財政部在 2017 年 6 月 21 日發出的電郵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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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總結  
 
 
5.1 本研究所涵蓋的所有海外地區的稅制均與綜合所得稅稅制

的結構相近，即把股息計算為個人入息的一部分，並與其他類別的

入息按同一累進稅率徵稅，此安排有助把那些本來無須繳付股息稅

而得到可觀收入的人士納入稅網，而他們在綜合所得稅稅制下所

得出的納稅能力亦較高，因而須繳付較多稅款。除了改善徵稅上的

社會公平性，愛爾蘭和英國更利用所增加的稅收來降低公司利得稅，

試圖吸引和挽留外來投資。  
 
5.2 引入股息稅容易導致公司收入落入雙重徵稅的情況，亦會

帶來不少問題，包括 (a)影響公司的財務決策，令公司偏重債權融資
而不願意選擇股權融資； (b)令公司即使錄得盈利，仍傾向把利潤
投資於未來的業務計劃或回購股份而不派發股息；及 (c)令投資者
為了避稅而選擇投資於海外公司。除愛爾蘭外，本研究所涵蓋的

其他海外地方均設有寬免措施，例如為股東提供稅收抵免，以及

對股息收入按優惠稅率徵稅，來避免或紓緩雙重課稅的問題。

然而，該等措施亦可能令稅制變得複雜，並減少從股息徵稅而來的

稅款。  
 
 
 
 
 
 
 
 
 
 
 
  
立法會秘書處  
資訊服務部  
資料研究組  
梁志傑  
2017 年 7 月 4 日  
電話： 2871 2129 
 
-------------------------------------------------------------------------------------------------------------------------------------------------------------------- 
資 料 摘 要 為 立 法 會 議 員 及 立 法 會 轄 下 委 員 會 而 編 製 ， 它 們 並 非 法 律 或 其 他 專 業 意 見 ， 亦 不 應
以該等資料摘要作為上述意見。資料摘要的版權由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行政管理委員會 ")
所 擁 有 。 行 政 管 理 委 員 會 准 許 任 何 人 士 複 製 資 料 摘 要 作 非 商 業 用 途 ， 惟 有 關 複 製 必 須 準 確 及
不 會 對 立 法 會 構 成 負 面 影 響 ， 並 須 註 明 出 處 為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資 料 研 究 組 ， 而 且 須 將 一 份 複 製
文本送交立法會圖書館備存。本期資料摘要的文件編號為 IN15/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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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如何在扣減制度下避免雙重課稅舉隅 45 
 
 
AI.1 假設澳洲一家公司賺取 100 元。該公司須繳交 30% 的公司
利得稅。該公司其後決定將餘下的 70 元除稅後盈利全數派發給股東。  
 
 

表 3 —— 澳洲已繳稅抵免額的抵免方法  
 

公司盈利  $100.0

公司利得稅 (30%) $30.0

除稅後盈利  $70.0

 

已派發股息  $70.0

返計還原股息總額 $100.0

個人入息稅 (46.5%) $46.5

已繳公司稅的稅收抵免 - $30.0

個人稅款淨額  $16.5

除稅後個人入息 $53.5

 
須就公司入息繳交的稅款總額

$100.0  -  $53.5 $46.5
稅率：  46 .5%

 
 
AI.2 股東收取除稅後盈利 70 元。為計算稅款，股東須將全部
股息返計還原，即把已繳付的公司盈利稅款 30 元計算在內。
因此，股東須繳稅的股息收入總額便是 100 元。該名股東須
按 46.5% 的個人邊際稅率繳稅，即其須繳付的稅款暫時為 46.5 元。
然後，按照澳洲稅制，該名股東可獲抵免額以扣除股息中公司已繳

稅款的部分，從而減輕個人稅務負擔。在這個例子中，這筆已繳

稅款為 30 元。故此，該名股東實際須繳付的稅款淨額為 16.5 元。
將此筆稅款與公司所繳付的稅款 30 元加起來，就是公司盈利所
繳交的 46.5 元總稅款，或佔公司原來 100 元盈利中的 46.5%。  
  

                                           
45 此附錄的例子節錄自 Pomerleau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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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避免所分派的盈利被雙重徵稅的方法 46 
 
 
AII.1 假設某家公司的盈利為 100 元。該公司須繳付 30% 利得稅，
而個人入息稅的 高邊際稅率是 40%。另假設股東本身入息豐厚，
其股息收入因而須按 高邊際稅率繳稅。  
 

(a) 在傳統制度下，股息須同時按公司利得稅及個人入息稅
納稅。 終的稅款是 $30+($100-$30)x40%=$58。因此，
這情況存在雙重課稅的問題；  

 
(b) 在扣減制度下，股息須按公司利得稅納稅；不過，所繳付
的公司利得稅可以在個人入息稅之中用作抵免。 終的

稅 款 是 $30+($40-$30)=$40， 這 情 況 沒 有 雙 重 課 稅 的
問題；  

 
(c) 修正傳統制度的計算方式與傳統制度類似，不同的是
資本收入按較低稅率徵稅，或是設有免稅額／免稅門檻。

舉例而言，假設在修正傳統制度下的資本收入按 15% 劃一
稅率徵稅， 終的稅款是 $30+($100-$30)x15%=$40.5。
這稅款接近扣減制度下的稅款；以及  

 
(d) 在豁免制度下，股息須按公司利得稅繳稅，但在個人
入息稅的部分則可獲豁免繳稅，因此稅款是 30 元。
這情況沒有雙重課稅的問題。  

  

                                           
46 請參閱 Brixi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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