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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居所利息扣稅期 紓緩中產階層壓力 

( 25-02-2003 ) 

 

面對連年赤字，加上本港稅基狹窄，在各階層公平承擔的前提下，政府適當調高

部分稅項，擴闊稅基，原則上是適時合理的。但鑑於在過去幾年經濟持續不景，

樓價下滑的情況，中產階層，尤其是負資產業主和中小企業已飽受困擾。調高薪

俸稅及利得稅，勢必使這些人士和企業百上加近，進一步打擊消費信心和投資意

欲，更可能會引發新一輪的通縮浪潮，政府收入和本地生產總值也可能會進一步

萎縮。因此，新論壇建議政府在提高部分稅項時，必須同時提供若干優惠措施，

紓緩中產階層及中小企的壓力，並以靈活的財政政策刺激經濟。 

 

1. 稅務政策 

 

1.1 利得稅兩級制 

 

適當增加利得稅增加收入，無疑有助增加政府收入。但為免對中小企業造成打

擊，政府應推行「利得稅兩級制」。企業 1000 萬元以下的盈利，維持以現行 16%

利得稅率計算，1000 萬元以上利潤的稅率則可增至 17%，估計建議可令政府每

年增加近 20 億元收入，估計只有 2700 家企業受影響，佔全港繳稅企業 5.4%。 

 

1.2 制訂稅務假期及稅務優惠措施 

 

政府應該以靈活的稅務政策，鼓勵一些具策略性意義的行業在港發展，當中包括

一些能帶動整體經濟，以及可吸納大量低技級工人的行業，例如資訊科技、生物

科技及中藥業、晶圓製造業、環保工業及回收業等，應享有一定年期的稅務假期

及若干年利得稅優惠期。 

 

另外，為了創造更多本地職位，以及發揮本港在保護知識產權的優勢，政府應向

企業用於知識產權登記的開支，提供雙倍扣稅優惠，以鼓勵一些以知識產權作作

為主要資產的行業，例如高級時裝、鐘表和首飾製造業等，將主要工序回流香港。 

 

1.3 其他稅收建議 

 

在目前稅基狹窄、政府收入減少的情況下，新論壇同意政府調高下列稅項： 

 

    基於擴闊稅基的原則，調低薪俸稅個人免稅額 10%，即降至 10 萬元，預計

政府每年可多收 20 億元，並有約 10 萬人重新納入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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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徵入境工作稅，向在港工作之海外人士徵收每人每月 500 元，預計政府每

年多收 14 億元，但稅款應由顧主申報薪俸稅或利得稅時一併填報，以減低行政

開支，而且避免僱主因為一次過繳交兩年的入境工作稅而造成過重負擔。 

 

    足球博彩規範化，盡快與馬會達成安排，並確保有關行政開支的透明度，避

免浪費資源，估計每年最少多收 10 億元。 

 

 

1.4 提高居所貸款利息扣稅額、延長扣稅期 

 

政府在 1998/99 年度引入「居所貸款利息扣稅」，納稅人士一生中可選一個其所

擁有的自住單位，將所繳付的居所貸款利息，從應課薪俸稅入息或個人入息課稅

入息總額中扣除。但課稅年度的扣除額只有 15 萬元，未足以幫助部分負資產業

主紓困，而且現行的「利息扣稅」措施下，每名置業人士最多只有 5 年優惠。為

減輕供樓人士負擔，政府應該將有關扣稅額提高至 20 萬元，並將扣稅期限延長

至 10 年，甚至取消期限。一方面紓緩現有的供樓人士的負擔，另方面也鼓勵更

多人置業，對穩定樓市有一定幫助。 

 

1.5 檢討遺產稅 

 

目前政府由徵收遺產稅所得的收入，每年只有十餘億元。但政府處理和追收有關

稅項的手續繁複，而且也令遺產繼承人，包括不少中產人士及中小企東主等，都

浪費大量時間和精神處理有關手續。事實上，不少先進國家，例如美國等，早已

取消遺產稅。徵收遺產稅的政策可能會促使部分人士或企業將資產轉移到海外不

設遺產稅的國家，而礙於本港按地域徵稅的原則，政府追收遺產稅的成效一直欠

佳，在扣除行政上的開支後，實質收入當相有限。因此，政府應檢討現行遺產稅

的效益，有需要時可考慮取消該稅項，從而鼓勵更多資金及資產留在香港，繼承

遺產的中產人士也免受繁瑣的手續所困擾。 

 

1.6 擱置開徵邊境建設稅 

 

儘管政府決定開徵的邊境建設稅，不單收入有限，而且與施政報告提出珠江三角

洲融合的方針背道而馳，更可能會引發廣東省方面作出相應措施。因此，政府即

時擱置有關稅項。 

 

1.7 開徵流動電話稅 

 

本港的流動電話用戶數目超過 600 萬。在擴闊稅基及平均分擔的原則下，政府與

其開徵弊多於利的邊境建設稅，不如開徵流動電話號碼稅，透過流動電話服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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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向每個用戶徵數每月 15 元稅款。估計政府每年可增收近 11 億元，而每個流

動電話用戶每年只需繳付 180 元。相信對本港電訊市場的發展也不會造成影響。 

 

2. 振興經濟措施 

 

2.1 引活水救經濟──將香港發展為區內的教育中心和醫療中心 

 

2.1a 醫療中心： 

 

吸引內地及區內人士，自費來港享用各種公私營醫療服務，例如接受治療、生產

(有關孕婦在港所生的子女不能享有居留權)或療養等。有關病人必須繳付服務的

全費，也不能在港工作或享有任何福利。 

 

2.1b 教育中心： 

 

吸引內地及區內的學生，自費來港入讀各類公私營學校，包括中、小學，和國際

學校，以至大專院校。政府更可容許一至兩名有關學生的親友陪同來港，但有關

人士不能享有香港居民的福利，並必須自行置業或租住房屋，也不能在港工作。 

 

2.2 暫停興建政府大樓 

 

近年本港辦公室空置率持續上升，現有數以千萬呎空置的寫字樓，租金每況愈

下，而且政府亦正在壓縮編制，沒有即時需要擴充辦公室，但政府卻計劃花數十

億元的公帑興建新的政府辦公大樓，而不繼續租用商業大廈，不單與實際需要脫

節，而且與緊縮開支的方針背道而馳，更會進一步打擊物業市道。因此，政府應

暫停規劃中的政府辦公大樓計劃，政府部門也繼續向私人業主租用目前大量空置

的寫字樓。例如廉政公署大樓的發展計劃應該暫時擱置。 

 

2.3 善用民間資源進行基建 

 

在目前的巨大財赤下，政府要撥出資源進行多項大型基建工程，可能有一定困

難。其實政府大可更積極利用私營機構的資源去發展一些有即時現金回報的基建

和大型工程項目。例如港珠澳大橋，如得到中央和廣東省政府的支持，而在規劃

上又可行的話，大可以交予私人發展。 

 

至於沒有現金回報的項目，政府不應排除發行公債進行有關公程。政府也可考慮

公開招標，給予私營機構設計和建造工程，並給予信貸保證，鼓勵「水浸」的銀

行提供低息長期貸款。這樣既可推動經濟發展、創造就業，政府的財赤也得以紓

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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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控制開支 

政府應加快研究重組、合併性質相近的公營機構及法定團體，提升效益，減少資

源重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