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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前新論壇新論壇新論壇新論壇邀請財經事務與庫務局局長馬時亨，講解有關擴闊稅基的方案問題及收集

意見。筆者在席間有幸與馬局長商談，知道他 18 區中，已到過 17 區講解，魄力過人，

亦非常欣賞局長能把這麼一個複雜的問題，講解得如此簡潔清晰，使在座每一位人士對

擴闊稅基的重要性加深了解。 

 

 雖然坊間有不少人對徵收商品銷售及服務稅（GST）這個方案持反對態度，或避而不

談。但事實上，我們絕對有這個需要，尤其中產人士過往一直默默耕耘，通常很少發表

自己的意見，但你的意見絕對影響深遠，所以大家在諮詢期內應踴躍表達意見，因為這

個問題不但影響現在，還會關乎我們下一代的社會民生。 

 

 香港的稅收主要來自利得稅、薪俸稅、賣地及印花稅等。可是，全港約三百四十萬工

作人口中，只有一百二十萬人要交薪俸稅；而二十三萬商戶中，約八百家企業已繳交

60%的利得稅，這些稅收亦會因經濟波動而出現大幅上落。例如，2002/03 年的印花稅

收只有 75 億，但 2005/06 年卻有 179 億，波幅達 140%；投資收入方面，由 1999/00 年

的 419 億，暴跌至 2001/02 年的 9 億，波幅超過 4550%；薪俸稅及利得稅方面，亦由

1999/00 年的 280 億及 377 億，分別升至 2005/06 年度的 407 億及 699 億。 

 

 由此可見，香港的稅收在經濟好的時候，當然沒有太大問題，但在經濟差的時候便很

難維持，因為公共開支如教育、醫療、社會福利及保安等欠缺彈性；長者人口日增，工

作人口比例則下降，根據統計，1996 年每 7 位工作人口供養 1 位長者，2006 年則為 6

位，到 2030 年，每 2.5 人對一位老人，可見我們的負擔只會越來越重，若遇上金融風

暴等的經濟波動，我們便可能會面對入不敷出的情況。 

 

 旅遊業是香港經濟的一大命脈，因此不少人擔心徵收 GST 會減低旅客來港購物意

慾，打擊經濟。根據外國的例子，GST 不但是種穩定的收入來源，而且對旅遊購物的

影響亦屬短暫，澳洲及新加坡等國家便是一些例子。 

 

 其實，GST 只是一個名目而已，你可以建議改為作醫療、教育、社會福利的稅收，

並指定專稅專用，不可用作公務員加薪，長遠是為本港帶來一項穩定的收入，令社會、

醫療、民生及政制等能得到正面及穩定的發展，試問若經濟差的時候，你是否可以遲些

才病，不用醫療服務？況且擴闊稅基時亦可考慮減免其它稅收，只要市民持開放的態度

考慮這個問題，把握機會表達意見，「三人行必有我師」，可能你的意見就可以幫助我們

擴闊將來的稅基，所以大家立即行動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