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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在香港推行稅制改革的目的是: 

穩定公共財政

使香港的經濟可持續發展，以維持我們的長遠繁榮

稅制改革並不是為了增加稅收

提出的建議是一些初步構思，目的是鼓勵市民進行討論

諮詢期為期約九個月



稅基狹窄所帶來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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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限制我們管理和計劃公共財政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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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收入總額 政府開支總額

政府收入及開支總額10 億元

* 二零零四 / 零五年度的收入包括就收費隧道和橋樑收入證券化發行的60億元隧橋費收入債券，以及200億元
債券和票據。如不把這些收入包括在內，則二零零四 / 零五年度的政府收入總額只有2,380億元，較政府開
支總額少4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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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不能應付人口老化的挑戰

註：括號內的數字表示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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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削弱我們的競爭力

- 510%15%塞浦路斯

- 3.7512%15.75%澳門 *

- 11.512.5%24%愛爾蘭

- 915%24%立陶宛

- 216%18%匈牙利

+ 1.517.5%16%香港

- 1119%30%冰島

- 620%26%新加坡 *

- 925%34%奧地利

- 3.327.5%30.8%南韓 *

約 - 10約 25%約 35%歐洲聯盟

- 3.829.8% (二零零四年)33.6%經合組織

增減百分點
二零零五年

公司利得稅稅率

二零零零年

公司利得稅稅率
地區

* 這些地區亦提供稅務優惠或免稅期，令實際稅率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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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府資源只由少數人負擔。

5. 經濟逆轉再出現時，我們或要再次加稅及削
減政府在公共服務方面的開支，以及動用儲
備和向國際市場借貸。



擴濶稅基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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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濶稅基的方案

開徵商品及服務稅

可帶來穩定和持續增長的收入

稅基廣闊٫ 即使稅率低也可帶來可觀的收入

這是公平的稅項，繳稅額按個人消費而定

較難避稅，因為這稅項以多階段方式徵稅及設有抵免機制

稅收可以隨市民消費增加而上升٫ 即使人口老化٫ 也不受影響

可保持香港的競爭力及低稅營商環境٫ 以吸引外資和人才



建議的商品及服務稅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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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商品及服務稅架構

設計特點

單一的低稅率

高登記起徵點

稅基廣闊，豁免項目為數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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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商品及服務稅架構

單一的低稅率

稅率將訂於低水平

與現行的簡單和低稅率的稅制一致

預計對物價的影響輕微 (例如5%的稅率預計只會令
綜合消費物價指數上升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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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商品及服務稅架構

高登記起徵點

建議起徵點為每年營業額500萬元 (現時75萬間登記企業
中，只有約6萬5千間的每年營業額達500萬元或以上)

營業額低於起徵點的企業，可選擇登記

大部分的中小型企業無須徵收商品及服務稅

可減低或消除中小型企業的遵從成本

沒有登記的企業不能申請退還在購買商品及服務時所繳
的進項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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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商品及服務稅架構

稅基廣闊，豁免項目為數很少

可減少複雜性٫從而減低企業的遵從成本及政府的行政
費用

稅率能保持於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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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商品及服務稅架構

房地產的租賃和銷售:-
商業樓宇 - 須繳納商品及服務稅
住宅物業 - 豁免繳納商品及服務稅

對出口產品及轉運貨物實施零稅率(即無須繳付銷項稅和可收回進項稅)

推行旅客退稅計劃

慈善團體可就商品及服務稅登記, 申請退還進項稅

推出寛鬆的延期繳稅計劃٫以紓緩對貿易及物流業造成的影響



建議的家庭紓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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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家庭紓緩措施

將全港家庭劃分不同的目標組別，再按照他們的需要
和消費模式設計紓緩措施

組別1 � 綜援家庭

組別2 � 沒領取綜援的低收入家庭

組別3 � 所有其他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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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家庭紓緩措施

組別1�綜援家庭

商品及服務稅對綜援家庭的生活所造成的影響將會
得到全面紓緩

提供一次過的即時補償金

透過調整每年綜援金額的機制，綜援家庭會在以
後每年獲得適當補償，以確保其購買力不會受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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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家庭紓緩措施

組別2�沒領取綜援的低收入家庭

每年向每個家庭提供2,000元的「商品及服務稅現金津貼」;另加

全面措施:

每年向每個家庭提供500元的「水費及排污費扣除額」，五年後
再作檢討; 以及

每年向每個家庭提供3,000元「差餉扣除額」，五年後再作檢討

組別3�所有其他家庭

與組別2相同的全面措施; 另加

減稅空間



其他建議的相應稅項變動
(包括商業稅務寬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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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建議的相應稅項變動

稅率會在推行商品及服務稅時相應調
低 , 這樣總稅收不會增加

汽車首次登記稅

酒稅

汽油、柴油及飛機燃油稅

甲醇稅

在開徵商品及服務稅時取消，以免雙
重徵稅

酒店房租稅

不作調整 �無須繳納商品及服務稅
差餉

地租

不作調整證券轉讓印花稅

印花稅稅率不作調整，但按未計商品
及服務稅的銷售/租賃價值計算

商業房地產買賣轉易契 / 租約
印花稅

建議的調整間接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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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建議的相應稅項變動

調低利得稅

取消名義資本額註冊費

調低進口及出口報關費

提高慈善捐款的扣稅上限

向自願登記者提供特別資助

以津貼形式資助企業購置與開徵商品及服務稅有
關的電腦設備和軟件



額外稅收的處理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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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外稅收的處理方案

假設商品及服務稅的稅率為5%，這稅項會帶來約300
億的收入。在扣除行政費用及建議的紓緩措施所需支
出後，將會有減稅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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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外稅收的處理方案

如以稅務寬減方式回饋市民٫有多種不同做法

例1：只調低薪俸稅 ̶ ̶ 其中一個減稅組合: 

例2：只調低利得稅

按二零零六／零七年度的估計公司收入計算，我們可把利得稅稅率調低5
個百分點◦

標準稅率 11%標準稅率 16%

餘額 14%餘額 19%

其次的75,000元收入 8%其次的30,000元收入 13%

其次的75,000元收入 2%其次的30,000元收入 7%

首75,000元收入 1%首30,000元收入 2%

可以考慮的調整二零零六／零七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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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外稅收的處理方案

增加在重要政策範圍的公共開支٫如:-

教育

衛生

社會福利

治安

基礎建設



諮詢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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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時間表

由下一屆政府決定是否開徵商品及服務稅

由決定開徵商品及服務稅到實際推行，預計需要
最少二至三年時間準備

二零零七年
六月

二零零六年
七月十八日

二零零七年
三月三十一日

公眾諮詢 (約九個月) 向財政司司長
提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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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踴躍參與討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