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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議員：  
 
我們曾於 2005年 3月 8日在香港中華總商會舉行會議。閣下認為，現行
的《稅務條例》已制定多年，現在是時候進行檢討，本人對此亦有同

感。本人希望強調，以下純屬本人的個人意見，並不反映商會的意見。 
 
根據地域來源原則制定的稅制既簡單又有效率，經常被指為香港經濟

賴以成功的要素之一。可是，營商方式隨時間而改變，但稅務法律

卻未有因應這些改變而作出修訂。本人希望向閣下提出兩點。  

 
1. 利得稅的來源 (“製造業 ”) 
 
在六、七十年代，由於廉價勞工易得，香港有為數眾多的製造業公司。

但自八十年代開始，不少公司把生產基地遷往中國，以享受生產成本

相對低廉的有利條件。這些公司初期以加工廠的形式出現，其後以聯

營公司的方式運作，最後以外商獨資企業的方式經營。然而，香港稅

務法例所指的利潤是在香港產生或得自香港，在這種草擬方式下根本

沒有分攤的空間。製造業利潤 50:50的分攤比例，純粹是根據稅務局《釋
義及執行指引》作出的一種寬免，並無法律效力。在近期發生的個案

中，由於涉案納稅人與國內達成的製造安排變為合約式聯營企業或外

商獨資企業，稅務局因而撤回 6年前給予有關納稅人的寬免，並要求他
們補交出乎任何納稅人意料之外的稅款，結果令有關納稅人突然現金

周轉困難。法律必須明確。法律的基本原則是任何法律或常規均不應

具追溯效力。目前的情況是，幾乎全港製造業均已北移，而其客戶則

在美國或歐洲，故此已不再需要利用香港公司經營業務。通訊的控制

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進行。隨澳門離岸公司的出現，離岸收入獲得

利得稅豁免，如果稅務局繼續採用現時的做法，我們可以看見將有大

部分香港製造業公司紛紛遷往其他離岸司法管轄區，最終反會導致香

港損失稅收。  

 

另一點是，“境內 ”和 “離岸 ”的概念現時頗為模糊。近期案件的裁決似乎
是將 “中央管理和控制 ”的概念引進評稅的範圍。這是經濟合作與發展
組織成員國向香港公司徵稅時常用的概念，但法例的原意從來不是如

此。如果當局採用並延伸這個概念，香港公司的 “全球 ”收入便需繳稅。
到時誰會來香港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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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遺產稅  
 
遺產稅應予取消，因為納稅人只要聘用稅務顧問，便很容易逃稅。這

稅項以中產家庭為徵稅對象，而由此產生的稅收又微不足道。取消這

稅項後，希望可吸引其他高稅率國家的富裕人士前來香港。  
 
以上只是本人的一些淺見，希望可以引起進一步討論和促使有關方面

採取補救行動，使香港繼續躋身世界金融中心的前列，同時不會有損

失稅收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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