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民黨就《 2017 年印花稅 (修訂 )條例草案》及《 2017 年印花稅》 (修

訂 )(第 2 號 )條例草案》意見書  

 

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梁振英政府增加印花稅至 15%，同時訂立首

次置業印花稅豁免草案，容許第一次置業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豁免 15

的住宅印花稅，並只需按照較低的從價印花稅第二標準稅率繳稅，

以減少港人置業自住的負擔。然而，此舉卻吸引不少炒家濫用作避

稅，以大手買入幾個住宅單位的方法，逃避 15%的印花稅項，較低成

本購入物業作炒賣用途。儘管首次購買多於一個住宅物業的人數，

於 2017 年 3 月，只佔住宅物業交易總數的 2.4%，但比起實施議案

前，比率大幅增加 5 倍。可見，濫用情況確實存在。  

 

因此，公民黨歡迎是次的修訂案，以抑止炒家進一步推高樓價，令香

港居民難以置業。可是，公民黨不認同政府長期單以稅項打撃樓市

炒風，並應增加公屋供應，重建置業階梯。  

 

長遠加稅  效果成疑  

 

過去政府曾於  2010，2012 及  2013 三次修訂印花税，以應對物業

市場過熱和短期投機活動。以 2012 至  2013 年政府實施的「雙辣

招」為例，雖然樓市曾經歷一段時間的調整期，交易宗數短暫回落，

但到  2014 年起，樓市已自行調節，恢復熾熱，甚至廔創新高。可

見，稅項政策只能短暫壓抑樓市，卻不適宜長遠使用，否則只會用盡

市場能接受增加印花稅的空間，後患無窮。  

 

長遠政策  應先增加公屋供應  

 

林鄭月娥首份施政報份提及，以置業為主軸，希望公屋富戶和年青

人都能有自己的物業。當中「綠置居」恆常化及「港人首置上車盤」

的政策原意為完善香港人的置業階梯，填補由公屋至居屋、居屋至

立法會 CB(1)193/17-18(01)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私人住宅的空間，卻只是政府理想化的藍圖。現時公屋輪候冊的人

數已有約 28 萬人，林鄭政府打算將興建中的公屋單位改為「綠置居」，

顯然政府不願承擔興建公營房屋的責任，讓輪候冊上的人上樓，反

而逼公屋基層進入熾熱的樓市，實在是不負責任的行為。  

 

再者，以置業為名，轉移社會對公屋需求實不可取。雖然置業亦是不

少香港人關心的問題，但所有政策似乎在推動港人置業，卻不提增

加公屋土地供應，漠視中下階層市民的需要。雖然「綠置居」等都得

到政府資助，以市價六至七成的金額出售，但長遠而言，每戶每月都

需負擔逾萬元的房屋供款，每天為樓房奔波；同時要支付管理費、大

維修、驗樓驗窗等長遠持續的開支，對一般基層家庭而言只會更為

吃力，而非一勞永逸。更甚的是，一旦未來樓市泡沫爆破，中下層置

業的家庭更是首當其衝。可見，現時政策只是以置業美其名，市民卻

不能真正安居樂業。  

 

公民黨認同政府改良政策，修訂豁免首次置業印花稅合約中，只有

一個單位能豁免 15%的稅項，防止炒家及巨額投資者避稅。但長遠

而言，公民黨敦促政府，不要推動市民盲目置業，而必須從根本解決

房屋問題，制定政策增加公屋供應，加快公屋輪候冊的上樓時間，真

正令市民安居樂業。  

 

2017 年 10 月  

公民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