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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議員、新世紀論壇副召集人 馬逢國 ( 11-03-2002 ) 

 

特區政府剛公布新一年度財政預算案，當中提出了溫和調整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

工薪酬的節流方案，可算是踏出正確的第一步。而預算案提出一系列的中期目

標，包括在五年內令公共財政達致收支平衡；將政府開支降至本地生產總值的兩

成之內；拉近政府開支價格與市場之間的差距，以及將財政儲備下限定在相當於

政府十二個月開支的水平等，其方向和目標都是值得支持的。然而，預算案未有

針對目前香港的結構性赤字採取積極措施，即使煙、酒稅的調整也不過微不足

道。看來政府要落實這些目標，更果斷的具體措施是無可避免的。否則只會將財

政危機往後推，令赤字的陰霾揮之不去。 

 

事實上，若政府未能採取積極的措施，改革稅制，盡快擴闊收入來源，將來一旦

經濟增長未如理想，政府的稅收也會因而未能達到預期目標，令財政赤字進一步

惡化。屆時再採取補救措施，恐怕整個社會要付出的代價會更大。 

 

要擴闊政府收入來源，必須由多方面著手。例如在薪俸稅方面，除著個人免稅額

的多次提高，納稅人在就業人口的比例已下跌至三成七，以九九至二千年度為

例，三百二十萬就業人口中，只有不足一百二十萬人需要繳納薪俸稅，而一半的

薪俸稅收入是由最高收入的百分之五的納稅人負擔，反映稅基不單狹窄，而且極

度依賴高收入人士。在這情況下，政府大可輕徵調低個人免稅額百分之五至十，

並同時將最低一級稅階的稅率適當調低，讓部分有能力的市民繳納一點稅款，這

不單有助穩定稅收基礎，而且也可培養市民的公民責任感。 

 

至於利得稅，在目前的經濟狀況下，當然不宜大幅調高稅率。但考慮到平衡稅收

和維持營商環境，政府大可引入利得稅兩級制：企業的首一千萬元盈利按現行百

分之十六的利得稅率計算，一千萬元以上盈利則須繳付百分之十八的稅率。這樣

不單可增加政府收入，而且也可避免對絕大多數的中小企業造成衝擊。 

 

另外，差餉本身也是一種基礎廣闊按市民經濟能力徵收的公平稅項。鑑於差餉物

業估價署最新一輪的評估中，物業的應課差餉普遍下跌百分之五。為了維持這方

面政府收入，輕徵調高差餉徵收率也不失為可接受的做法。另外，政府也可向聘

請海外員工的僱主徵收入境工作稅，但為免增加有關僱主的負擔，應同時相應地

調低外藉家庭傭工薪金下限。 

 

至於最受爭議的商品及服務稅(即所謂消費稅)，在目前經濟疲弱的情況下當然不

應推行，但政府仍然應該全面評估這稅項對經濟民生的影響，並盡快制訂可行的

備用方案，以備在有需要時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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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於預算案提出在零三至零四年度開徵邊境建設稅，實在不值得支持。目前香

港與內地，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的經貿、社會交流愈趨頻繁，而港府亦正與中央政

府磋商「更緊密經貿合作協議」。開徵這稅項不單收益有限，而且更與中港經濟

融合的方向背道而馳。政府與其開徵邊境建設稅，不如發展邊境口岸批鄰的土

地，以增加政府收入，甚至在那裏提供一些公共服務，效益可能會更大，更能配

合經濟社會發展的方向。 

 

在財政儲備方面，預算案提出，儲備的下限定於相當於政府十二個月開支的水

平，是可以接受的。但前提是政府必須先建立穩健的收入來源。否則，一時的經

濟周期逆轉也足以令政府收入大幅下滑，最終令政府動用儲備填補赤字的空間非

常有限，風險也相對提高。 

 

至於今次預算案也有提及的足球娛樂博彩收入，如果目的是為了將非法博彩規加

以規範，那尚可接受。但若以此作為擴闊稅收的手段，則絕不可取。因為這將會

導致走火入魔，變成大肆提倡推廣，即使可為政府帶來收入，但同時社會成本也

非常龐大，導致得不尚失。推行政策的動機往往會影響後果，故必須慎重處理。 

 

在壓縮開支方面，公務員體系無疑是香港的重要支柱，但政府目前用於公務員及

資助機構員工的薪津開支每年達一千三百多億元，佔經營開支的七成。政府要節

流，無可避免要由這方面入手。今次預算案估計，公務員和資助機構員工平均減

薪百分之四點七五。初步看來，調整幅度尚算溫和。但詳情還需待薪酬趨勢調查

報告的結果公布後再作決定，相信政府也會按現行機制，將高、中、低級員工的

薪酬調整分開處理，不會「一刀切」減薪。 

 

當然，政府仍須要盡快完成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的檢討，確保公務員薪酬長遠而

言更能緊貼市場，更重要的是精簡部門架構，提高效率。另外也應該研究將部分

公營機構員工薪酬與公務員脫，並設立機制，監管公營部門的薪酬維持在合理

水平。 

 

今次預算案未有大幅增加主要稅項，反而推出一些利民紓困措施，包括寬減水

費、排污費、商業登記費和差餉等，相信也可以爭取社會對預算案的支持。但政

府的當務之急仍然是要壓縮開支，建立穩健的收入基礎。但無論是開源還是節

流，都會為社會帶來一點痛苦，而每一個階層都會面對一點壓力，也要肩負一點

責任。最重要的是，在這過程中，商界、市民、公務員、政府和政黨都應該以整

體社會的長遠益利為前提，理性地處理問題，讓各階層共度時艱。 

 

(本文的節錄部分己刊載於 2002年 3月 11 日出版之《經濟導報》周刊，題為「未

夠積極果斷的預算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