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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差餉 (豁免 )令》小組委員會  
 

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載述《 2015年差餉 (豁免 )令》(下稱 "2015年命令 ")
的背景資料，並綜述議員分別就 2012年及 2014年類似命令進行

的討論。  
 
 
背景  
 
2.  財 政 司 司 長 在 2015-2016 年 度 財 政 預 算 案 中 公 布 5 項

一次性紓緩措施，其中一項是建議寬免 2015-2016年度首兩季

差餉，以每個應課差餉物業每季 2,500元為上限。政府當局估計

建議的差餉寬免措施將惠及約 315萬個現時須繳交差餉的物

業。政府收入將減少 77 億元 1。  
 
 
《 2015年差餉 (豁免 )令》  
 
3.  2015年命令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差餉條例》

(第 116章 )第 36(2)條作出，以落實 2015-2016年度財政預算案建議

採取的差餉寬免措施 2。  
 
4.  2015年 命 令 宣 布 ， 所 有 物 業 單 位 獲 豁 免 繳 交 2015年
4月1日至 2015年 9月 30日期間內任何季度的差餉。如本須就某季

度繳交的差餉款額為 2,500元或以下，該等差餉可獲全數豁免；

如 本 須 就 某 季 度 繳 交 的 差 餉 款 額 超 過 2,500元 ， 豁 免 款 額 以

                                              
1  2015-2016年度財政預算案演辭第 26(c)段。  
2  第 116章第 36(2)條訂明，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發出命令，宣布任何類別或

其部分的物業單位，或香港任何部分，獲豁免繳交全部或部分差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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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元為上限。如只須就寬免期內的部分時間繳付差餉，則

2,500元的款額須按比例減少。  
 
5.  2015年命令於 2015年 2月 25日刊登憲報，並將於 2015年
3月 18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提交，由立法會按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

處理。根據 2015年命令第 1條，2015年命令將自 2015年 4月 1日起

實施。  
 
 
近期豁免差餉的例子及議員的商議工作  
 
6.  過去 4個立法會會期中當局實施差餉寬免措施的近期例

子如下：  
 
 《 2011年  

差餉  
(豁免 )令》

《 2012年  
差餉  

(豁免 )令》

《 2013年  
差餉  

(豁免 )令》

《 2014年  
差餉  

(豁免 )令》

刊登憲報日期 2011年  
2月 23日  

2012年  
2月 3日  

2013年  
3月 1日  

2014年  
2月 26日  

 
提交立法會

的日期 

 

2011年  
3月 2日  

 

2012年  
2月 8日  

2013年  
3月 20日  

2014年  
3月 19日  

生效日期 

 

2011年  
4月 1日  

 

2012年  
4月 1日  

2013年  
4月 1日  

2014年  
4月 1日  

寬免期 2011年  
4月 1日  

至  
2012年  

3月 31日  
(四個季度 )

2012年  
4月 1日  

至  
2013年  

3月 31日  
(四個季度 )

2013年  
4月 1日  

至  
2014年  

3月 31日  
(四個季度 )

2014年  
4月 1日  

至  
2014年  

9月 30日  
(兩個季度 )

 
上限  
( 以 每 個 應

課差餉物業

每季計算 ) 
 

1,500元  2,500元  1,500元  1,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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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立法會曾分別成立小組委員會審議《 2012年差餉 (豁免 )
令》3(下稱 "2012年命令 ")及《 2014年差餉 (豁免 )令》4(下稱 "2014 年
命令 ")。下文各段綜述議員在審議相關命令期間提出的主要意見

和關注事項。  
 
對基層及清貧人士的影響  
 
8.  部分議員批評差餉寬免措施主要令富人 (例如地產發展

商、須繳交較高差餉款額物業的業主及擁有多個應課差餉物業

的業主 )受惠，他們質疑有關措施能否有效達到令基層及清貧人

士受惠的目標。由於小型物業單位須繳交的差餉款額一般低於

訂明的每季差餉寬免額上限，居住在須繳交差餉款額較低的小

型物業單位的低收入人士因此未能全數使用所有差餉寬免額。

這些議員促請政府當局考慮容許差餉繳納人 (特別是擁有一個自

用物業的個人或中小型企業 (下稱 "中小企 "))可把每個應課差餉

物業每季 "未用 "的差餉寬免額作出轉撥，於日後某個時限內用以

繳交差餉，這做法與政府近年推出電費補貼的安排類似。  
 
9.  政府當局解釋，如每季應繳差餉額等於或低於寬免上

限，差餉繳納人需繳交的差餉款額將獲全數寬免，故此不存在

剩餘差餉寬免額的問題。政府當局又表示，電費補貼是基於環

保方面的關注，目的是讓用戶有足夠時間使用全部補貼；差餉

寬免則是政府當局因應有關財政年度的整體經濟情況、市民生

活負擔及政府財政狀況而建議採取的一次性措施。為差餉寬免

作出轉撥安排會招致額外的經常性開支，可能涉及大幅調整差

餉物業估價署的會計系統，致使差餉寬免措施延遲實施。再者，

為差餉寬免款額設定上限的做法已能達致累退的效果，即物業

的應課差餉租值越高，受惠於寬免的幅度便會越少。  
 
10.  部分議員關注到，若租金已經包括差餉，此情況下租客

便未能受惠於差餉寬免措施。政府當局表示，就差餉寬免措施

而言，差餉繳納人是否相關物業的業主或租客，並不在考慮之

列。租金包括差餉與否，視乎租約條款。個別租戶可與業主另

訂租約條款，訂明差餉寬免受惠一方屬誰，以保障自身的利益。 

                                              
3  2012年命令宣布，所有物業單位獲豁免繳交 2012年 4月 1日至 2013年 3月 31日期間

內各季度的差餉。如本須就某季度繳交的差餉款額為 2,500元或以下，該等差餉

可獲全數豁免；如本須就某季度繳交的差餉款額超過 2,500元，豁免款額以 2,500元
為上限。  

4  2014年命令宣布，所有物業單位獲豁免繳交 2014年 4月 1日至 2014年 9月 30日期間

內任何季度的差餉。如本須就某季度繳交的差餉款額為 1,500元或以下，該等差

餉可獲全數豁免；如本須就某季度繳交的差餉款額超過 1,500元，豁免款額以

1,500元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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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部分議員建議將非住宅物業從差餉寬免措施的範圍中

剔除，以便騰出更多資源，為住宅物業的差餉繳納人提供差餉

寬免，反正非住宅物業差餉繳納人的住宅物業同樣可受惠於

差餉寬免。不過，部分議員表示，非住宅物業的差餉款額一般

高於住宅物業的差餉款額，他們擔心上述建議會影響到非住宅

物業差餉繳納人 (包括中小企 )所得到的差餉寬免。  
 
對應課差餉物業的數目作出限制  
 
12.  部分議員認為差餉寬免措施主要令到地產發展商及擁

有多個物業的投資者受惠，他們促請政府當局對每名差餉繳納

人可獲得差餉寬免的應課差餉物業的數目施加限制。另一方

面，亦有部分議員反對此項建議，認為這種做法或會令到某些

差餉繳納人 (例如中小企 )被拒諸差餉寬免措施之外。  
 
13.  政府當局表示，就每名差餉繳納人可獲差餉寬免的物業

數目設限的建議會引起爭議；如何以客觀的方式就有關物業的

數目訂定上限，以及在差餉繳納人名下持有的物業單位數目超

逾指定數目的情況下，如何決定哪些物業單位可獲得差餉寬

免，亦會有實際困難。政府當局又指出，此項建議或會令到某

些租用物業單位而根據租約須負責繳交差餉的人士或商業機構

無法受惠於差餉寬免措施。  
 
14.  在審議 2012年命令時，陳偉業議員建議對該命令作出修

訂，規定任何一名有法律責任就物業單位繳交差餉的人 (不論是

擁有人或佔用人 )在每個季度可獲豁免繳交差餉的物業單位數目

不得多於 3個。立法會主席裁定陳偉業議員的擬議決議案具有

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31(1)條所指的 "由公帑負擔 "的效力，須

取得行政長官書面同意方可動議，因為實施擬議修正案會對

差餉物業估價署施加一項新增而獨特的職能，從而須核對所有

物 業 單 位 的 差 餉 繳 納 人 紀 錄 ； 此 舉 會 招 致 4,800萬 元 的 額 外

開支，而此數額並非象徵式或微不足道 5。  
 
差餉寬免期及每個季度的上限  
 
15.  《 2014年差餉 (豁免 )令》小組委員會部分委員曾建議以

政府當局的財政承擔維持不變作為前提，要求政府當局考慮將

差餉寬免期由兩個季度改為四個季度，並調低寬免上限或訂定

                                              
5  見立法會主席就陳偉業議員修訂《 2012年差餉 (豁免 )令》的擬議決議案的裁決

第 17至 2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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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適當的每季上限 6，令更多住戶可以全數使用每個應課差餉

物業的所有差餉寬免額。  
 
16.  據政府當局表示，委員所提出的建議會令政府損失更多

收入，亦會令所有私人住宅單位 (包括小型、中型及大型單位 )
及非住宅單位可享有的全年差餉寬免總額減少。此外，當局需

要重新印製夾附於差餉繳費通知書的單張以解釋新的差餉寬免

安排，此舉亦會招致額外的行政開支。  
 
17.  就此方面，《 2014年差餉 (豁免 )令》小組委員會委員要求

法律事務部提供資料，說明 (i)《議事規則》第 31(1)條是否不符合

《基本法》第七十四條；以及 (ii)若議員就 2014年命令提出的擬

議修正案對政府當局已預算將會少收的 61億 3,500萬元差餉款額

並無影響，有關的擬議修正案會否具有《議事規則》第 31(1)條
所指 "由公帑負擔 "的效力。  
 
18.  據法律事務部向《 2014年差餉 (豁免 )令》小組委員會提

交的文件 (立法會LS37/13-14號文件 )所述，《基本法》第七十四

條僅適用於法案而不適用於附屬法例或議案 (包括修訂附屬法例

的議案 )。在此基礎上，就考慮可否對 2014年命令提出修訂而言，

應不會出現《議事規則》第 31(1)條不符合《基本法》第七十四

條的問題 7。至於議員提出的擬議修正案會否具有《議事規則》

第 31(1)條所指的由公帑負擔的效力的問題，法律事務部認為，

議員就 2014年命令提出的擬議修正案可否獲准提出，最終須由

立 法 會 主 席 決 定 。 基 於 立 法 會 主 席 過 往 就 陳 偉 業 議 員 修 訂

2012年命令的擬議決議案所作出的裁決，以及視乎政府當局有

何意見和法律事務部對有關修訂有何考慮，可提出以下論點  
⎯⎯  倘若對 2014年命令提出的修訂 (i)不會在 2014年命令已經

預計的 61億 3,500萬元少收的差餉以外再為政府帶來任何額外的

差餉損失；又或 (ii)不會對政府當局施加一項新增而獨特的職

能，而當局為履行該項職能所需動用的公帑開支，並非象徵式

或微不足道的款額，則有關修訂不會具有《議事規則》第31(1)條
所指 " 由公帑負擔 "的效力 8。  
 

                                              
6  2014-2015年度的差餉寬免期是 2014年 4月 1日至 2014年 9月 30日 (即兩個季度 )，而

每個季度的差餉寬免上限是 1,500元。  
7  立法會 LS37/13-14號文件第 8段。  
8  立法會 LS37/13-14號文件第 1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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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質詢  
 
19.  余若薇議員曾於 2011年 6月 8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提出一

項有關評估各類樓宇應課差餉租值的書面質詢，並詢問當局

制訂 2011-2012年度的差餉寬免上限時，有否考慮因應應課差餉

租值上升而調高寬免上限的金額。陳鑑林議員曾於 2012年 1月
18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提出一項有關繳納地租的口頭質詢。議員可

透過載於附錄的超連結，閱覽上述立法會質詢及政府當局回覆的

詳細內容。  
 
 
最新發展  
 
20.  在 2015年 2月 27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同意成立

小組委員會研究 2015年命令。  
 
 
參考文件  
 
21.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5年 3月 16日  



 

 

附錄  
 

相關文件一覽表  
 

日期  事件  文件／會議紀要  

2011年 3月 2日  《 2011年差餉 (豁免 )令》

提交立法會  
該命令  
 
法律事務部報告  
(立法會LS33/10-11號
文件 ) 

2011年 6月 8日  余若薇議員就評估應課

差餉租 值 提 出 的 書 面

質詢  
 

議事錄  
(第 8114至 8116頁 ) 

2012年 1月 18日  陳鑑林議員就繳納地租

提出的口頭質詢  
議事錄  
(第 3274至 3280頁 ) 

2012年 2月至  
2012年 3月  

立法會成立審議《2012年
差餉 (豁免 )令》的小組

委員會  
 

該命令  
 
法律事務部報告  
(立法會LS26/11-12號
文件 ) 
 
立法會主席的裁決  
 
小組委員會報告  
(立法會CB(1)1353/11-12
號文件 ) 

2013年 3月 20日  《 2013年差餉 (豁免 )令》

提交立法會  
該命令  
 
法律事務部報告  
(立法會LS29/12-13號
文件 ) 

2014年 3月至  
2014年 4月  

立法會成立審議《2014年
差餉 (豁免 )令》的小組

委員會  
 

該命令  
 
法律事務部報告  
(立法會LS31/13-14號
文件 ) 
 
小組委員會報告  
( 立 法 會 CB(1)1202/
13-14號文件 )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subleg/negative/ln034-1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hc/papers/hc0311ls-3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counmtg/hansard/cm0608-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counmtg/hansard/cm0118-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subleg/negative/ln014-1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hc/papers/hc0210ls-26-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re_rul/pre0326a-ref-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hc/papers/hc0302cb1-135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subleg/negative/ln026-1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hc/papers/hc0315ls-29-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subleg/negative/ln026-1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hc/papers/hc0228ls-3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hc/papers/hc0328cb1-1202-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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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當 局 提 供 有 關

"2014-2015年 度 財 政

預算案中豁免差餉的

建議 "的文件  
( 立 法 會 CB(1)1068/ 
13-14(01)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就 2014 年

3月 13日會議席上所

提事項作出的回應  
( 立 法 會 CB(1)1133/ 
13-14(02)號文件 ) 
 
法律事務部為《2014年
差餉 (豁免 )令》小組

委員會擬備的文件  
(立法會LS37/13-14號
文件 ) 
 

2015年 3月 18日  《 2015年差餉 (豁免 )令》

提交立法會  
該命令  
 
法律事務部報告  
(立法會LS46/14-15號
文件 )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hc/sub_leg/sc09/papers/sc090313cb1-1068-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hc/sub_leg/sc09/papers/sc090313cb1-1068-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hc/sub_leg/sc09/papers/sc090313cb1-1068-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hc/sub_leg/sc09/papers/sc090313cb1-1068-1-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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