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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事務助理 (1)5 
粘靜萍女士  

 
  
 

經辦人/部門 

I. 選舉主席  
 

  在出席會議的《 2019 年差餉(修訂)條例草

案》委員會 ("法案委員會 ")委員中在立法會排名最

先的石禮謙議員負責主持法案委員會主席的選舉。

他邀請委員提名主席一職的人選。 

 

2.  陳克勤議員提名林健鋒議員，該項提名獲

張華峰議員附議。林健鋒議員接受提名。由於沒有

其他提名，林健鋒議員當選為法案委員會主席。

林議員接手主持會議。  
 
3.  委員同意無須選舉副主席。  
 
 
I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立法會CB(3)811/18-19號文件  條例草案文本  
檔號：HDCR4-3/PH/10-5/30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發 出 的 立 法 會

參考資料摘要  
 

立法會 LS4/19-20 號文件  法 律 事 務 部 報

告  
 

立法會 CB(1)751/19-20(01)號
文件 

 法 律 事 務 部 擬

備 的 條 例 草 案

標 明 修 訂 文 本

(只限委員參閱 ) 
 

立法會 CB(1)751/19-20(02)號
文件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於 2019 年 11 月

8 日致政府當局

的函件  
 

立法會 CB(1)751/19-20(03)號
文件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於 2020 年 5 月

13 日致政府當

局的函件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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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1)751/19-20(04)號
文件 

 政 府 當 局 於

2020 年 6 月 9 日

就 助 理 法 律 顧

問於 2019 年 11
月 8 日及 2020
年 5 月 13 日的

函 件 發 出 的 覆

函  
 

立法會 CB(1)751/19-20(05)號
文件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就《2019 年差餉

( 修 訂 ) 條 例 草

案》擬備的文件

( 背 景 資 料 簡

介 )) 
 

4.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錄 )。  
 
審議條例草案的時間限制  
 
5.  委員察悉，若要在第六屆立法會會期中止

前於 2020 年 7 月 15 日最後一次立法會會議上恢復

《2019 年差餉 (修訂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的二讀

辯論，法案委員會應在 2020 年 6 月底前完成工作，

並在 2020 年 7 月 3 日或該日前向內務委員會提交

報告。  
 
6.  委 員 就 法 案 委 員 會 的 工 作 進 行 討 論 。

陸頌雄議員支持條例草案。陸議員、陳克勤議員及

謝偉銓議員認為，法案委員會應盡量加快工作，力

求完成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黃定光議員認為，在

詳細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之前，法案委員會應聽取

公眾對條例草案的意見。石禮謙議員及鍾國斌議員

對可否在一段如此短的時間內完成條例草案的審

議工作極有保留。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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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7.  政府當局須提供以下資料：  

 
未售單位的資料  
 
(a) 關於政府當局所稱，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在已落成住宅項目中有 1 萬個未

售一手私人住宅單位，當局是按何方

法計算出這個數字，以及按單位面積

劃分的該等未售單位的分布情況；  
 
(b) 過去 10 年已落成住宅項目中的未售一

手私人住宅單位的分析資料，包括每

年的未售單位實際數目相對於每年進

行的一手私人住宅單位交易數目；該

等單位仍未售出的原因；以及該等未

售單位在多大程度上屬正常的施工中

單位，從而確定在已落成住宅項目中，

一手私人住宅單位的囤積情況 (如有的

話 )；  
 
(c) 政府宿舍單位的總數，以及當中空置

單位的數目和百分比；  
 
涵蓋範圍及豁免  
 
(d) 建 議 就 獲 發 佔 用 許 可 證 ( 俗 稱 " 入 伙

紙 ")達 12 個月或以上而仍未售出，並

在過去 12 個月內有超過 183 日未有租

出的一手私人住宅單位開徵額外差餉

的原因，以及政府當局有否考慮在發

出合約完成證明書 (俗稱 "滿意紙 ")及
初持者進行裝修工程之前，該等單位

尚 未 可 供 租 客 入 住 ， 因 而 未 必 容 易

租出；  
 
(e) 因應上文 (d)項，述明佔用許可證和合

約完成證明書的性質，以及該兩類文

件各自載有哪些規定，初持者在該兩



經辦人/部門 

 

 -  6  -  

類文件發出之後及一手私人住宅單位

可供作出租用途之前須予遵從；  
 

(f) 因應上文 (d)及 (e)項，發出一手私人住

宅單位的佔用許可證與其後發出該等

單 位 的 合 約 完 成 證 明 書 通 常 相 隔 的

時間；  
 
(g) 關於根據已加蓋印花的租賃協議，在

通報期內以不少於市值租金的租金合

共租出不少於 183 日的單位，按何基

礎豁免就該等單位開徵額外差餉，以

及把上述門檻定為 183 日而不是一段

較短或較長的時間的原因；  
 
(h) 因應上文 (g)項，政府當局會否及如何

向 初 持 者 提 供 與 市 值 租 金 有 關 的 資

料，以助他們遵從豁免規定；   
 
政策目的及其他方法  
 
(i) 哪個數目的未售一手私人住宅單位會

被政府當局視作正常和合理；  
 
(j) 考慮到額外差餉是新稅項，政府當局

曾考慮哪些其他方法 (如有的話 )，打擊

不 合 理 囤 積 一 手 私 人 住 宅 單 位 的 情

況，以及為何最終選擇額外差餉機制

而非該等其他方法；  
 
其他事宜  
 
(k) 擬議額外差餉機制是否及如何與關於

依法保護私有財產權的《基本法》第六

條相符；  
 
(l) 在 2018 年 6 月 29 日宣布開徵額外差

餉的建議後，政府當局所進行的公眾

諮詢工作的詳情，包括諮詢工作何時

進行，以及所諮詢的持份者為何；及  
 



經辦人/部門 

 

 -  7  -  

(m) 在 2020 年 6 月 15 日會議席上提交的

電腦投影片介紹資料的英文本。  
 

此外，委員要求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出席日後的法案

委員會會議，以便委員討論條例草案的政策事宜。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提供的補充資料載於

立法會 CB(1)790/19-20(02)號文件，並已於

2020 年 6 月 22 日以電子方式發給委員。 ) 
 
下次會議日期  
 
8.  主席表示，他會考慮委員就法案委員會的

工作提出的意見，並會在與秘書訂定下次會議的日

期後告知委員。  
 

(會後補註： 2020 年 6 月 23 日會議的預告

及議程已在 2020 年 6 月 16 日隨立法會

CB(1)773/19-20 號文件發給委員。 ) 
 
 

III. 其他事項  
 
9.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12 時 57 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20 年 8 月 14 日



 

 

附錄  
 

《 2019 年差餉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首次會議過程  

 
日期： 2020 年 6 月 15 日 (星期一 ) 
時間：上午 10 時 45 分  
地點：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3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議程第 I項選舉正副主席  

000402 – 
000516  

石禮謙議員  
陳克勤議員  
林健鋒議員  
張華峰議員  
 

選舉主席   

議程第 II項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000517 – 
000950 
 

主席  
陳克勤議員  
石禮謙議員  
陸頌雄議員  
政府當局  

就政府當局提供已落成住宅項目中未

售一手私人住宅單位的最新數目進行

討論。  
 
政府當局表示，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在已落成住宅項目中約有 1 萬個未售

一手私人住宅單位。關於政府當局所

稱，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在已落成

住宅項目中有 1 萬個未售一手私人住

宅單位，石禮謙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

資料，說明當局是按何方法計算出這個

數字，以及按單位面積劃分的該等未售

單位的分布情況。  
 
主席邀請委員就審議《 2019 年差餉 (修
訂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所需的時

間提出意見。  
 

 
 
 
 
 
 
 
 
 
 
 
會 議 紀 要 第

7(a)段  

000951 – 
002425 

主席  
吳永嘉議員  
陸頌雄議員  
石禮謙議員  
鍾國斌議員  
陳克勤議員  
謝偉銓議員  
黃定光議員  
秘書  
 

就立法時間表及審議條例草案所需的

時間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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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2426 – 
003700 
 

主席  
石禮謙議員  
政府當局  
 

政 府 當 局 借 助 電 腦 投 影 片 介 紹 資 料

(立法會 CB(1)758/19-20(01)號文件 )，
簡介條例草案。  
 
石禮謙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電腦投

影片介紹資料的英文本。  
 

 
 
 
 
 
會 議 紀 要 第

7(m)段  
 

003701 – 
004518 

主席  
陳克勤議員  
政府當局  
 

主席及陳克勤議員要求運輸及房屋局

局長出席日後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以便

委員討論條例草案的政策事宜。  
 
陳克勤議員詢問下述事宜  
 
(a) 憑藉條例草案獲通過而開徵額外差

餉後，估計一手私人住宅單位價格

的跌幅百分比為何；  
 

(b) 政府當局會否考慮就空置一手私人

住 宅 物 業 以 外 的 物 業 開 徵 額 外 差

餉，以及該等其他物業現時的空置

率為何；及  
 

(c) 政府當局曾考慮哪些其他方法 (如
有的話 )，打擊不合理囤積一手私人

住宅單位的情況，例如在批地文件

或契約條件中作出規定，訂明發展

商必須在一手私人住宅單位落成後

的一段指定時限內，出售所有一手

私人住宅單位，以及為何最終選擇

額外差餉機制而非該等其他方法。  
 
政府當局表示  
 
(a) 行政長官在 2018 年 6 月 29 日宣布

建議就空置一手私人住宅單位開徵

額外差餉，目的是促使發展商更適

時供應該等單位，而非打擊或抑制

一手私人住宅單位的價格。物業價

格受多項因素影響，例如全球及本

地經濟情況；  
 

(b) 差餉物業估價署每年均進行調查，

以提供年底時各類私人物業 (包括

一手及二手私人住宅物業 )的空置

情況。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的統計

會議紀要第 7
段  
 
 
 
 
 
 
 
 
 
 
 
 
 
 
會 議 紀 要 第

7(j)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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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數字，截至 2019 年年底，私人住宅

物業的整體空置率約為 3.7%，這個

空置率甚至低於 1999 年至 2018 年

的 5%的長期平均空置率。若從上述

數字扣除在 2019 年落成的私人住

宅單位數目，有關的空置率將約為

2.8%。空置率如此低顯示單位業主

將其物業空置的情況並不常見。此

外，在業主尋找買家或租客、議價

或翻新物業的過程中，二手單位會

空置一段短時間，這是市場運作的

正常現象。因此，就所有住宅物業

開徵額外差餉未必能有效地協助增

加房屋供應；及  
 

(c) 政府當局過往並無在相關批地文件

或契約條件中作出規定，訂明發展

商必須在發展項目落成後的某段時

限內出售所有單位。因此，有關做

法只能涵蓋在新批出土地上興建的

住宅單位，而在過往批出的土地上

興建的住宅單位，包括現時在市場

上的未售一手私人住宅單位，則會

繼續不受規管。這與政府希望透過

有關措施，促使發展商加快供應一

手單位的政策原意並不相符。  
 

004519 – 
005422 

主席  
陳振英議員  
政府當局  
 

陳振英議員詢問下述事宜  
 
(a) 一如政府當局就法案委員會法律顧

問 的 函 件 所 作 的 回 應 ( 立 法 會

CB(1)751/19-20(04)號文件 )第 25 至

27 段所述，部分華人廟宇處所獲得

豁免，不受額外差餉機制規管，該

等處所獲得豁免的理據為何，因為

供奉神明的地方似乎與私人住宅單

位，以及該等單位可能出現的囤積

情況無關；及  
 

(b) 某個面積以上的一手私人住宅單位

(例如面積為 300 平方米或以上的

單位 )不獲豁免，須受額外差餉機制

規管的原因，因為上述單位通常被

視作豪宅，並非市民在購買或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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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方面有殷切需求的一般類型單位，

而發展商要出售上述單位，往往需

時 12 個月以上。  
 
政府當局表示  
 
(a) 條例草案新訂附表 1 擬議新訂第

2(9)條訂明，為 (i)持某信仰的信眾按

照宗教教義的常規舉行宗教儀式或

進行祈禱的用途，或 (ii)為男修道院

或女修道院的用途而興建，並完全

或主要用作該用途的處所，獲豁除

於額外差餉機制的適用範圍之外。

雖然《華人廟宇條例》(第 153 章 )所
載華人廟宇的定義第 2(a)條所提述

的地方，應豁除於額外差餉機制的

適用範圍之外，但政府當局認為不

宜把該定義第 2(b)條所提述的地方

豁除在外，以免不必要地擴大獲豁

除的處所的範圍，以及削弱額外差

餉機制的成效；及  
 

(b) 條例草案的政策原意是促使發展商

更適時供應所有面積的一手私人住

宅單位。再者，要決定哪些特定面積

的單位屬於 "豪宅 "或 "並非市民在

購買或租用方面有殷切需求的一般

類型單位 "亦有困難。  
 
主席促請政府當局察悉委員的關注，並

進一步考慮條例草案新訂附表 1 擬議

新 訂 第 2(9) 條 所 指 明 的 處 所 的 豁 免

範圍。  
 

005423 – 
010100 

主席  
陸頌雄議員  
政府當局  
 

陸 頌 雄 議 員 認 同 條 例 草 案 的 政 策 原

意，但認為政府當局應加強採取措施，

防止在已落成住宅項目中出現囤積一

手私人住宅單位的情況。他詢問政府

當局按何理據，把額外差餉的徵收率

劃一定為指明單位應課差餉租值的兩

倍 (即 200%)，亦即大概相等於物業價

值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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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政府當局表示，按 2019 年 6 月住宅物

業的平均租金回報率為 2.4%計算，徵

收一年擬議額外差餉的款額，大概相等

於物業價值的 5%。政府當局認為，採

用一個劃一的徵收率，並將之定為應課

差餉租值的兩倍，足以有效地向市場發

出明確的信息，同時避免出現部分社會

人士所建議推行累進稅制引致的複雜

情況。  
 
陸議員認為，考慮到過去 10 年物業價

值上升了大約 2.4 倍，以相等於物業價

值 5%的款額徵收額外差餉，實屬一項

溫和的措施。他並希望徵收額外差餉可

向市場發出明確的信息，從而防止在已

落成住宅項目中出現囤積一手私人住

宅單位的情況。  
 

010101 – 
011634 

主席  
石禮謙議員  
政府當局  
 

石禮謙議員提出下述意見：  
 
(a) 截至 2019 年年底，私人住宅物業的

整體空置率約為 3.7%，以住宅單位

總數為 1 210 000 個而論，是一個甚

低的百分比；  
 

(b) 額外差餉機制在性質上並不公平，

因為該機制只針對發展商；  
 

(c) 額外差餉就已落成單位徵收，但並

無在批地文件或契約中訂明，發展

商在取得用以興建已落成單位的土

地時，亦沒有預期會被徵收額外差

餉。就該等發展商而言，額外差餉

在某程度上具有 "追溯力 "；及  
 

(d) 部分發展商或初持者現正持有物業

作投資或員工宿舍用途，而部分物

業難以出售或出租。  
 
石議員詢問下述事宜  
 
(a) 在額外差餉機制下，作員工宿舍或

投資用途的一手私人住宅單位會否

獲得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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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b) 在 2018 年 6 月 29 日宣布開徵額外

差餉的建議後，政府當局所進行的

公眾諮詢工作的詳情，包括諮詢工

作何時進行，以及所諮詢的持份者

為何；  
 
(c) 政府宿舍單位的總數，以及當中空

置單位的數目和百分比；及  
 

(d) 關於根據已加蓋印花的租賃協議，

在通報期內以不少於市值租金的租

金合共租出不少於 183 日的單位，

按何基礎豁免就該等單位開徵額外

差餉，以及把上述門檻定為 183 日

而 不 是 一 段 較 短 或 較 長 的 時 間 的

原因。  
 
政府當局表示  
 
(a) 用 作 員 工 宿 舍 的 一 手 私 人 住 宅 單

位，或在通報期內以不少於市值租

金的租金合共租出不少於 183 日的

一手私人住宅單位將會獲得豁免，

不受額外差餉機制規管；  
 

(b) 政府當局會提供關於政府宿舍的所

需資料，但補充指出政府宿舍並非

額外差餉機制的政策目的下的私人

住宅單位；及  
 

(c) 政府認為把租出單位時限的門檻定

為 183 日 (即約 6 個月或通報期的一

半 )，是合理而適切的做法，因為時

限較短或會削弱措施的成效，時限

較長則或會過於嚴苛。  
 

會 議 紀 要 第

7(l)段  
 
 
 
 
 
會 議 紀 要 第

7(c)段  
 
會 議 紀 要 第

7(g)段  
 

011635 – 
013111 

主席  
劉國勳議員  
政府當局  
 

劉國勳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簡化發出

相關文件以證明住宅單位落成的行政

程序，因為程序繁複及有關各方的溝通

時間冗長，會對住宅單位的供應造成不

必要的延誤。他詢問下述事宜  
 
(a) 關於政府當局所稱，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在已落成住宅項目中有

1 萬個未售一手私人住宅單位，按單

 
 
 
 
 
 
 
會 議 紀 要 第

7(a)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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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位面積劃分的該等未售單位的分布

情況；  
 

(b) 按何理據以佔用許可證 (俗稱 "入伙

紙 ")發出日期而非合約完成證明書

(俗稱 "滿意紙 ")發出日期，作為徵收

額外差餉的相關日期，因為獲發佔

用許可證但尚未獲發合約完成證明

書及未經發展商裝修的住宅單位，

或許尚未可供租客入住，因而未可

出租；及  
 

(c) 發出一手私人住宅單位的佔用許可

證與其後發出該等單位的合約完成

證明書通常相隔的時間。  
 
政府當局表示  
 
(a) 政府每季均會在運輸及房屋局的網

站公布私人住宅一手市場供應統計

數字，當中包括已落成住宅項目中

未售一手私人住宅單位的數目，該

等單位可包括空置單位或發展商租

出的單位。由於發展商現時無須申

報該等未售單位的狀況，關於在該

等單位中已租出或空置的單位的數

目或百分比，政府當局並無掌握充

分資料。按單位面積劃分的該等單

位的分布情況如下：約 60%為 A 類

(實用面積少於 40 平方米 )和 B 類

(實用面積為 40 至 69.9 平方米 )、約

13%為 C 類 (實用面積為 70 至 99.9
平方米 )，以及約 27%為 D 類 (實用

面積為 100 至 159.9 平方米 )和 E 類

(實用面積為 160 平方米或以上 )；及  
 

(b) 政府當局認為適宜以佔用許可證發

出日期而非合約完成證明書發出日

期為參照點，決定發展商應何時開

始就單位狀況提交申報書。如某單

位已獲發佔用許可證，原則上代表

該單位已可供入住和使用。根據預

售樓花同意方案，發展商可向地政

總署申請在住宅物業發展項目落成

 
 
 
會 議 紀 要 第

7(d)段  
 
 
 
 
 
 

 
會 議 紀 要 第

7(f)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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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前最多 30 個月開始預售樓花，以及

可 選 擇 在 佔 許 可 證 發 出 後 出 租 單

位。發展商無須待合約完成證明書

發出後才出售或出租單位。此外，一

些根據舊契興建或重建的項目不受

預售樓花同意方案規管，發展商在

出售該等項目的單位前，無須申請

預 售 樓 花 同 意 書 或 合 約 完 成 證 明

書。自 2002 年開始，契約條件一般

訂明發展商可出租已獲發佔用許可

證的已落成單位。只要符合若干規

定 (例如租期不得超過 10 年 )，發展

商在出租單位前無須取得地政總署

署長同意。  
 

013112 – 
013829 

主席  
盧偉國議員  
政府當局  

盧偉國議員認為，不合理囤積已落成

住宅項目中的一手私人住宅單位的情

況並不理想，但政府當局並無提供充

分資料和證據，以證明有不合理囤積

未售單位的情況。政府當局應就過去

10 年已落成住宅項目中的未售一手私

人住宅單位進行分析，以確定該等單

位的囤積情況 (如有的話 )。上述分析的

涵蓋範圍應包括每年的未售單位實際

數目相對於每年進行的一手私人住宅

單位交易數目；該等單位仍未售出的

原因；以及該等未售單位在多大程度

上屬正常的施工中單位。他詢問下述

事宜  
 
(a) 政 府 當 局 曾 考 慮 哪 些 其 他 方 法

(如有的話 )，打擊不合理囤積一手

私人住宅單位的情況，以及為何最

終選擇額外差餉機制而非該等其他

方法；及  
 

(b) 哪個數目的未售一手私人住宅單位

會被政府當局視作正常和合理。  
 
政府當局表示  
 
(a) 政府當局察悉，近年已落成住宅項

目中的未售一手私人住宅單位數目

持續上升，由 2013 年 3 月底的約

 
 
 
 
 
 
會 議 紀 要 第

7(b)段  
 
 
 
 
 
 
 
 
 
 

會 議 紀 要 第

7(j)段  
 
 
 
 
會 議 紀 要 第

7(i)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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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4 000 個單位上升至 2018 年 3 月底

的約 9 000 個單位，而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有關數字則約為 1 萬個

單位。在該等單位中，約 4 000 個單

位在 2017 年之前落成，約 2 000 個

單位在 2018 年落成，餘下單位則在

2019 年及 2020 年落成；及  
 

(b) 在房屋供應短缺的情況下，有關數

字呈上升趨勢並不理想，因此政府

建議引入額外差餉機制，以促使發

展商更適時供應該等單位。  
 

013830 – 
020030 

主席  
謝偉銓議員  
政府當局  
 

謝偉銓議員認為，條例草案的政策目的

似乎側重促使發展商出售而非出租已

落成住宅項目中的一手私人住宅單位。

他詢問下述事宜  
 
(a) 鑒於根據已加蓋印花的租賃協議，

在通報期內以不少於市值租金的租

金合共租出不少於 183 日的單位將

獲得豁免，不會被徵收額外差餉，政

府當局會否及如何向初持者提供與

市值租金有關的資料，以助他們遵

從豁免規定；  
 

(b) 政府當局有否評估引入額外差餉機

制 所 帶 來 的 相 關 人 手 需 求 和 影 響

(例如可能導致大型私人住宅項目

分階段發展，以致推遲該等項目的

落成時間 )；  
 

(c) 某單位的用途 (例如住用或作為員

工宿舍等 )是否在相關佔用許可證

中訂明，抑或會以其他方式決定；及  
 

(d) 初持者可否出售在通報期內以不少

於市值租金的租金合共租出不少於

183 日的單位，並獲豁免繳交額外差

餉。  
   

政府當局表示  
 
(a) 條例草案的目的是促使發展商加快

供應已落成住宅項目中的一手私人

 
 
 
 
 
 
會 議 紀 要 第

7(h)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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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住宅單位。政府當局對發展商如何

處置該等單位 (即出售或出租該等

單位 )並無特定意見；  
 

(b) 政府當局察悉委員對符合額外差餉

機制下的豁免規定所需達致的租賃

期表示關注；  
 

(c) 在評估有關租金是否市值租金時，

差餉物業估價署會考慮每宗個別個

案的實際情況，以及所有相關因素，

包 括 初 持 者 在 申 報 書 中 提 供 的 資

料，以及有關租金是否在租賃中的

業主及租客基於各自獨立利益行事

的前提下，在公開市場按該項租賃

協議 (或該等租賃協議 )的條款租出

該指明單位時，可合理地預期得到

的租金。若差餉物業估價署認為初

持者有法律責任繳交額外差餉，初

持者會在向差餉物業估價署提交申

報書後的大約 3 至 4 個月內收到繳

款通知書，該通知書上會指明須繳

交的額外差餉款額；  
 
(d) 政府當局並不預期額外差餉機制會

促使發展商分階段發展大型私人住

宅項目，又或推遲項目的落成時間； 
 

(e) 雖然根據佔用許可證，部分處所獲

准作住用用途，但該等處所在性質

上有別於私人住宅單位，因此不屬

額外差餉機制擬涵蓋的範圍。該等

處所的例子包括員工宿舍及學生宿

舍等。因此，政府當局建議在條例草

案附表 1 列出將獲豁除而不適用於

額外差餉機制的各類處所；及  
 

(f) 初持者可出售正租出的單位，並獲

豁免繳交額外差餉。  
 

020031 – 
020620 

主席  
黃定光議員  
政府當局  
 

黃定光議員表示，他明白條例草案的目

的是透過增加一手私人住宅單位的流

轉，以有效地運用現有房屋資源。他不

同意部分意見，認為額外差餉機制是為

了懲罰發展商。他認為，高地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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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建築成本、通脹及遵從法規所需的成

本，可能是導致物業價格高企的部分原

因。此外，他認為條例草案存在漏洞和

一些技術細節問題，須作進一步考慮，

而政府當局應提供充分資料，以處理委

員就條例草案的條文所提出的關注。他

詢問，除了開徵額外差餉，政府當局會

否提供任何誘因，例如就發展商加快出

售或出租有關單位等提供印花稅或物

業稅優惠，以促使發展商更適時供應該

等單位。  
 
政府當局表示，額外差餉並非就發展商

未有適時出售或出租已落成住宅項目

中的私人住宅單位而向他們作出的懲

罰。有關的政策目的是增加市場上該等

單位的供應，以及達致有效地運用現有

房屋資源。物業價格受多項因素影響，

包括經濟情況、利率及房屋供求等。  
 

020621 – 
021555 

主席  
石禮謙議員  
盧偉國議員  
政府當局  

石禮謙議員要求政府當局述明佔用許

可證和合約完成證明書的性質，以及

該兩類文件各自載有哪些規定，初持

者在該兩類文件發出之後及一手私人

住宅單位可供作出租用途之前須予遵

從。他亦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說明

擬議額外差餉機制是否及如何與關於

依法保護私有財產權的《基本法》第六

條相符。   
 
就主席詢問額外差餉機制是否適用於

訂有免租期的租約，以及買賣合約其後

被取消或終止的單位，政府當局回應時

表示，若買賣合約其後被取消或終止，

視乎情況為何，初持者或須就一個或多

個通報期補繳額外差餉。  
 
盧偉國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就他較早時

在 是 次 會 議 席 上 的 提 問 ， 提 供 書 面

回應。  
 
下次會議日期及邀請公眾人士提交意

見書。  
 
 

會 議 紀 要 第

7(e)段  
 
 
 
 
 

會 議 紀 要 第

7(k)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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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議程第 III項其他事項  

021556 – 
021631 
 

主席  結語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20 年 8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