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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幾年經濟持續疲弱，政府的土地和投資收入銳減，而公共開支卻不斷上升，

形成龐大赤字。政府當前急務無疑是要開源節流，其中公務員和公營機構員工要

進行資源增值，控制薪酬和編制，甚至整個薪酬調整機制也需要檢討。然而，若

政府設法壓縮開支後，仍未能達到收支平衡，調整現有稅項，甚至開徵新稅也是

無避免的，否則未來的教育、福利、醫療和房屋等公共服務將難以維持，遑論改

善。 

 

擴闊稅基的新稅項事宜諮詢委員會提出開徵多項新稅及調整部分稅項。無論即將

公布的新一年度預算案會否接納這些建議，社會都已展開廣泛討論，當中尤以開

徵商品及服務稅(GST，即所謂消費稅)的反響最強烈。但概觀一般輿論，往往只

集中討論個別稅項的利弊，而忽略了整體稅務政策的全面討論，也未能探入分析

個別稅項與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關係。 

 

事實上，一套全面而完整的稅務政策，除了要顧及政府收入之外，還應具有促進

經濟發展和轉型的作用，並配合社會政策的推行，或最起碼不應與社會發展和政

策方針相抵觸。要達致這目標，必須作「一籃子」的全盤考慮，確保各稅項能相

互配合。 

 

在促進經濟的角度而言，稅務政策最重要的目的是營造良好的環境。而政府當前

的大前提也是要幫助經濟復甦，讓薪俸稅和利得稅等收入增長，紓緩部分財政赤

字。在經濟完全恢復過來後，若土地和投資收入仍然未能足以填補財赤時，才應

考慮引入新稅種。而消費稅畢竟比其他新稅種更能有效地提供較可觀而穩定的收

入，故不失為一種可選擇的方案。 

 

因此，在目前經濟低迷的情況下，肯定不適宜開徵消費稅。但政府卻應該立即全

面評估這稅項對經濟和社會民生的影響，並制訂一套全面而可行的備用方案，其

中除了考慮政府收入外，還須照顧中小企業和基層市民，例如在批發層面還是每

一個銷售層面徵收？起徵點的水平為何？豁免的項目除了出口貨品和遊客購物

外，是否會包括一些醫療、教育和一些生活必須品與服務呢？一旦開徵消費稅，

利得稅和薪俸稅等其他稅項又是否會作相應調整呢？在甚麼情況下開徵才能將

對經濟民生的影響減至最低呢？以上種種因素，都應該作充份考慮。 

 

又以利得稅為例。委員會認為調高利得稅率無助於擴闊稅基，更可能會影響本港

的競爭力，故不建議調整。然而，在平衡增加稅收和維持營商環境的考慮下，政

府大可引入兩級制的利得稅。例如企業每年盈利的首一千萬元，可按照目前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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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六的利得稅率繳稅，而一千萬元以上的收入則須繳付百分之十八的利得率。

以九九至二千年度的情況為例，建議可令政府多收約二十六億元，而五萬一千多

家繳交利得稅的法團中，只有二千百五家公司受影響。這樣不單可增加政府收

入，而且也可避免加重中小型企業的負擔。當然，為免對大企業一下子造成衝擊，

政府也可將較高一級稅階的稅率逐年提高半至一個百分點，在兩至三年後才增至

百分之十八的水平。 

 

此外，良好的營商環境並非單單取決於利得稅率的高低，適當的稅務優惠政策的

也非常重要。事實上，不少先進國家和鄰近地區，例如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早

已借助各種的稅務優惠吸引外來投資，鼓勵新興行業的發展。香港政府也應該以

稅務惠優政策，促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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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或是能為低技術工人提供大量職位的行業。例如晶圓製造業、資訊科

技、中醫藥業、物流和環保工業，甚至一些具發展潛力的傳統製造業與現代化的

漁農業等，都應該可按個別行業的情況，享有一定年期的低稅或延遲繳稅等的優

惠。 

 

稅務政策也可以幫助落實社會政策。以環保政策為例，政府與其花費大量資源運

作堆填區，為何不能以稅務優惠鼓勵發展廢物回收分類等環保工業呢？那不單可

幫助落實環保政策，而且更有助提供低技術職位，紓緩結構性失業問題。 

 

儘管這些稅務優惠措施不能直接幫助政府在短期內提高利得稅收益，但卻能推動

整體經濟發展，創造就業，長遠而言對政府增加各方面稅收和減輕福利開支都有

幫助。 

 

反觀最近討論頗多的陸路離境稅，雖然能為政府帶來一點收入，但在香港與內

地，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的經濟融合和協作愈趨緊密，政府亦正與中央進行「更緊

密經濟合作協議」的磋商的這情況下，開徵陸路離境稅，是否與目前中港經濟社

會發展的方向背道而馳呢？  

 

(本文己刊載於 2002年 3月 6日之《信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