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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要 

 
1. 條例草案目的  旨在修訂《稅務條例》 (第 112章 )(下稱 "條

例 ")，以實施 2010至 2011財政年度財政預案

內的建議，把為符合資格的債務票據提供

的稅務優惠擴展至原來的到期期間少於 3
年的債務票據。  
 

2. 意見  條例草案的內容包括  ⎯⎯  
 
(a)  修訂條例第 14A(1)條，把為中期債務票

據提供的稅務優惠擴展至短期債務票

據；  
 
(b) 取代條例第 14A(4)條所訂其中一項有關

"債務票據 "的資格規定；及  
 
(c) 就為債務票據提供的稅務優惠，加入進

一步防範避稅的條文。  
 

3.  公眾諮詢  香港金融管理局已就立法建議的原則和大

綱諮詢財資市場人士。  
 

4 . 諮詢立法會 

事務委員會 

 

財經事務委員會曾於 2010年 7月 5日的會議

上討論立法建議。部分委員表示支持。有

委員在上述討論中提出若干事宜。  
 

5. 結論  鑒於財經事務委員會委員曾提出若干事

宜，委員可考慮應否成立法案委員會。本

部仍繼續對條例草案進行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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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報告  
 
條例草案目的 

 
  旨在修訂《稅務條例》 (第 112章 )(下稱 "條例 ")，以實施

2010至 2011財政年度財政預算案內的建議，把為符合資格的債

務票據提供的稅務優惠，擴展至原來的到期期間少於 3年的債務

票據。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2.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財經事務科於 2011年 2月 2日發出立

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首讀日期 

 
3.   2011年 2月 16日。  
 
 
意見 

 

背景 

 
4.   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所述，香港在 1990年代中期推出

符合資格債務票據計劃。這項政策的目的是吸引海外發債人來

港發債、拓展本地債券市場，以及提高香港相對於區內其他金

融中心的競爭力。  
 
5.   符合資格債務票據計劃其後曾於 1999年及 2003年作出

修訂。現時，根據條例的規定，到期期間少於 7年但不少於 3年
的符合資格債務票據所衍生的利息收入及買賣利潤，可享有屬

一般利得稅率一半的特惠稅率。不過，符合資格的債務票據的

發行額只佔香港債券發行總額一個細小的百分比。政府當局認

為，符合資格債務票據計劃仍有改進的空間，讓其更有效地達

致當局的政策目標。  
 
6.  財 政 司 司 長 於 2010至 2011財 政 年 度 財 政 預 算 案 演 詞

中，建議把稅項寬減擴大至涵蓋到期期間少於 3年的符合資格的

債務票據。條例草案旨在實施有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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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稅項寬減擴展至短期債務票據  
 
7.  條例草案第 3條修訂條例第 14A(1)條，把現時為中期債

務票據提供的優惠利得稅稅率，擴展至短期債務票據。根據條

例草案所訂的定義， "短期債務票據 "指在條例草案生效之後發

行、原來的到期期間少於 3年 (或沒有註明日期 )，以及能在自發

行日期起計的 3年內贖回的債務票據。  
 
修訂 "債務票據 "的定義  
 

8.  根據條例第 14A(4)條， "在香港向公眾發行 "是投資工具

被列為 "債務票據 "時所須符合的其中一項規定。據立法會參考資

料摘要所述，當初引入此項規定，原意是要防止有人可能藉集

團內部或集團間發行符合資格的債務票據的安排來避稅，而此

種安排若非為避稅便無需作出。   
 
9.  政府當局建議以票據在香港 "向不少於 10人發行的；或

向少於 10人發行的，而其中並無該債務票據的發債人的相聯者 "
的新規定，取代 "在香港向公眾發行 "的規定，因為後者或會引致

不明朗的情況出現。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所述，政府當局在

擬訂此項建議時，已參考了海外若干類似的計劃。  
 
進一步防範避稅的條文 

 
10.  為進一步防範可能出現的避稅行為，條例草案第 4(3)條
提出在《稅務條例》中增訂第 14A(1A)條的新條文，以規定任何

人如就符合資格債務票據收取或獲累算利息收入及買賣利潤

時，而該人在當時為該符合資格債務票據發債人的相聯者，則

利得稅減免安排即不適用於該部分的利息收入及買賣利潤。  
 

11.  條例草案已界定"相聯者"的定義。在草擬該項定義時，

政府當局已參考《稅務條例》第 16(3)條中同一用語的定義。實

質上，"相聯者 "是指任何直接或間接控制發債人、或受發債人控

制、或受控制發債人的同一人所控制的實體。不過，政府當局

認為有必要從 "相聯者 "的公司的定義中，豁除那些純粹因為由某

國家的中央政府或其主權基金或類似的國營企業共同擁有，但

實際上以獨立商業實體形式分開營運的公司。此做法將可吸引

此等公司使用香港的債券市場平台。  
 
 
生效日期 

 
12.  條例草案在制定通過後，將在刊憲後開始生效。  



 4

 
 
公眾諮詢 

 
13.  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所述，香港金融管理局 (下稱 "金
管局 ")已透過財資市場公會，就立法建議的原則和大綱諮詢財資

市場人士，這些人士普遍對建議表示支持。在回應本部查詢時，

金管局表示有關諮詢在 2009年 1月至2010年年中進行。  
 
 
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 

 
14.  財經事務委員會曾於 2010年 7月 5日討論加強債務票據

計劃的立法建議。部分委員對有關措施表示支持，在討論中，

委員亦提出下列事項  ―  
 

(a) 符合資格債務票據優化計劃在促進香港債券市場的有

效性；  
 
(b)  在實施經擴大的稅務寬減後，少收的利得稅金額；  
 
(c) 當局有否訂立足夠的保障措施規管債券市場，藉此保障

投資大眾；  
 
(d) 符合資格債務票據計劃的涵蓋範圍，特別是就結構性產

品而言；  
 
(e) 在決定某一票據是否符合資格的債務票據時所採用的

準則及法律依據；  
 
(f) 用以取代 "在香港向公眾發行 "的現行規定的擬議新規

定；及  
 
(g) 符合資格債務票據計劃的擬議防範避稅條文中有關"相

聯者"的定義。 

 
15.  政府當局在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上已就上述 (a)至 (c)項載

列的事宜作出回應。至於上述 (d)至 (g)項載列的事宜，政府當局

在 會 後 於 2010 年 7 月 27 日 提 供 補 充 資 料 ( 立 法 會

CB(1)2664/09-10(01)號文件 )。在補充資料送交委員後，並無委

員要求舉行進一步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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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16.  鑒於財經事務委員會委員曾提出若干事宜，委員可考慮

應否成立法案委員會。  
   
17.  法律事務部仍繼續對條例草案進行審核。如有需要，本

部將會提交進一步的報告。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李家潤  
2011年 2月 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