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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下月初便會公布新一年度的財政預算案。在本年度財政赤字可能高達六百億

元，加上未來幾年也可能會出現財赤的情況下，立法會較早前通過，促請政府豁

免徵收下個財政年度全年四季的差餉，估計有關措施令政府減少一百五十億元收

入。對市民和商戶而言，當然可以省下一點開支。但在刺激經濟的角度，以這種

方式耗費一百五十億元，實質作用究竟有多大呢？ 

 

立法會各黨派較早前達成多項紓解民困的共識，並在會內提出多個有關議案，包

括寬減房委會轄下公屋住戶和商戶的租金、調低政府收費等，其目的是紓解市民

及商戶的經濟困境。事實上，前一階段各黨派的共識，不少是值得支持的。 

 

不過，在現時預計財政赤字將達六百億元的時候，再建議減收約一百五十億元差

餉，是否切合社會的整體利益呢？社會能否承受因為落實有關建議而出現的後果

呢？ 

 

政府在上個財政年度的差餉收入共有一百四十八億元，約佔政府二千五百億元的

開支不足百分之六，雖然這個比例並不算高，但當政府在面臨本財政年度的龐大

赤字，及未來幾年仍會出現的財赤時，那一百五十億元的差餉收入，對穩健政府

財政將可以發揮相當大的作用。 

 

當各政黨提出再豁免全年差餉的建議時有否考慮過，若將來的政府財政出現進一

步的困難時，又有那些收入建議可以填補這一百五十億元呢？為避令財赤惡化，

除了加稅之外，還有沒有其他可行而為公眾接受的建議，可以增加政府收入呢？ 

 

事實上，目前香港財政赤字的成因之一，就是稅基過於狹窄，而差餉就正正是一

種基礎廣闊的收入來源。政黨動輒要求豁免差餉，豈不是與目前設法擴闊稅基的

方向背道而馳？  

 

回顧過去的經驗，在九八年時，政府退回九八年度的首季差餉，涉及金額逾三十

八億元；在九九年也退回百分之十的薪俸稅、利得稅和物業稅，共涉及八十五億

元；今年也實施寬減每戶最多二千元的差餉，涉及五十億元的收入。多次的退稅、

免差餉，對即時紓緩市民的情緒或許有點幫助，但對刺激整體經濟的實質作用就

並不明顯。 

 

近年本港銀行總存款額一直高企，根據金管局在去年十二月的數字，本港所有港

元及外幣的存款總額便超過三萬三千億港元，反映市民普遍傾向增加儲蓄，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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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和投資。原因主要是經濟前景不明，以及恐懼失業。在這情況下，市民即使

獲得豁免差餉，當中有多少部份會投放於本港的消費或投資，藉以刺激本港的經

濟？相信大部分市民寧願將省下錢存到銀行，對增加就業難以產生任何作用。事

實上，不少專家學者早已提出類似見解。 

 

當然，立法會通過議案，可以向政府清楚傳達一個訊息，希望政府更關注民間疾

苦，並採取相應措施；而站在政黨的角度而言，提出豁免差餉的建議，也可以贏

取一時的掌聲。不過，以往立法會通過多項紓解民困的議案，相信政府及社會各

界，都早已明白利民紓困措施的重要性；市民的掌聲對政黨固然重要，反對豁免

差餉，也肯定會惹來廣大受影響人士不滿，但作為負責任的公職人員，更須要有

勇氣帶領群眾，讓大家一起理性地處理問題，並為著整體社會的長遠利益，肩負

一定的公民負任。日後處理整個財政預算及稅務改革時，也應抱著這種理性的態

度和社會使命感，不能只顧討好選民，換取一時的政治利益。 

 

在未來幾年公共財政持續出現赤字的時候，我們一方面要集中精力來控制赤字，

另方面也要確保公共開支用得其所。若我們將一百五十億元的差餉收入用作培訓

本地工人、創造更多職位、開拓更多中小型工程，例如修葺斜坡、維修舊區和舊

樓、保護古蹟、美化社區等，這不單可創造更多職位，而且更能創造社會的資產，

帶動其他經濟活動。這樣不論是中產人士、基層，以至整體社會都有更大的長遠

利益。 

 

(本文已刊載於 2002年 2月 19日之《信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