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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紀論壇稅務政策組召集人 左龍佩蘭   ( 16-02-2001 ) 

 

新任財政司司長人選終於塵埃落定。雖然未知新人事會否會帶來新作風，但要香

港的經濟民生脫離困境，公共財政回復收支平衡，相信這位新司長面對的挑戰殊

不簡單。個別稅項在短期內的調整固然要考慮，但中長線而言，政府亦應推動稅

務改革，在適當的時候擴闊稅基，甚至開徵新稅，更重要是以靈活的稅務政策促

進經濟發展，以及配合政府政策。否則，經濟未能改善，人口收入欠佳，稅基又

過於狹窄，政府再徵重稅也無補於事，反而會對經濟造成更大打擊。 

 

要以稅務政策帶動長遠的經濟發展，大可先由三方面分析香港的公共財政結構。

首先，政府的經常性收入在總收入中所佔的比例，由九十年代初開始一直維持在

八至九成的水平，但九八年金融風暴後，這比例卻逐步下調至七至八成，今個財

政年度更預計跌至只得約七成，原因是以往佔總收入四成的利得稅和入息稅(以

薪俸稅為主)收入隨經濟逆轉大幅減少，而佔政府非經常性收入一半以上的土地

收益則維持上升的趨勢。 

 

其次，直接稅和間接稅收入的比例，以往一直維持在六成半與三成半之比，即使

近年經濟逆轉的情況下，仍維持六四之比，這亦算是一個適中的比例。第三，在

開支方面，政府開支在本地生產總值中所佔的比例，由九零年代初開始一直維持

在百分之二十以下，在金融風暴後才輕微超出這水平，但這個水平比起其他國家

仍不算高，政府亦應該在經濟好轉後將開支控制在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二十以

下。 

 

歸根究底，政府近年的赤字，主要是由於利得稅和入息稅的收益減少。只要經濟

好轉，這兩方面的稅收便會增加，政府財政亦可望回復收支平衡。不過，以往利

得稅的收入中，有三成以上來自地產業，而負擔了一成半至兩成利得稅的銀行業

也有不少業務和投資涉及房地產。近年樓市持續疲弱，直接打擊這些機構的盈

利，從而拖累政府的利得稅收入。再加上在金融風暴前的幾年，政府大幅提高薪

俸稅個人免稅額，降低稅率和收窄稅階，令稅網愈趨縮窄，在經濟倒退時，入息

稅的收入便大幅下滑。因此，公共財政的問題並不在於結構性赤字，而在於經濟

結構。長遠而言，政府收入能否增加，便取決於未來是否有新興業務可以彌補地

產業和銀行業的倒退。所以政府必須以長遠的措施促進經濟發展和轉型。 

 

其實，即使沒有金融風暴，香港未來的經濟都要面對多項挑戰，包括電子商貿所

帶來的經濟一體化、全球競爭逐步加劇、人才培育也需要長遠政策，以及中國即

將加入世貿等。以往政府所強調的簡單低稅的制度和自由經濟固然重要。但在新

環境下，政府的稅務政策應該配合經濟和社會結構的轉變。香港在未來十年要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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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必須要有長遠的經濟政策，並參考新加坡和台灣等鄰近地

區的經驗，制訂一套全面和完整的稅務優惠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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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或可吸納低技術工人的行業，例

如高增值工業和跨國企業在港設的總部等，都可在考慮之列。另外亦要把握中國

入世的機遇，與國內，特別是江珠三角洲一帶合作加強商機。這樣才可促進香港

的經濟轉型，避免以往過分倚重房地產的問題。 

 

當然，經濟轉型始終是中長期問題。短期而言，美國經濟放緩可能會影響本港，

當經濟民生仍未明顯改善的時候，調高直接稅可能會加深民生和中小企的疾苦，

再加上政府下年度大幅減少賣地，所以政府可能仍要忍受幾年輕微的赤字。若要

紓緩短期的赤字，大可將利得稅率調高一至兩個百分點，但為免打擊中小企和仍

未脫離困境的公司，企業在某水平以下盈利只須繳交現行百分之十六的稅，而超

出該水平的利潤則以稍高的稅率計算，長遠而言，政府應考慮將利得稅分為兩個

有輕微差距的累進式稅階。 

 

(本文已刊載於之 2001年 2月 16日之《信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