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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源加煙稅三成
賭波進貢120億

財案赤字料千四億 量入為出嚴控開支

陳茂波表示，2022年外圍環境顯著
惡化，世界主要經濟體增長放緩，

加上去年爆發第五波疫情，在外部和內部
環節均受到打擊下，香港整體經濟在
2022年收縮3.5%。他指本年度完結時財
政儲備降至8,173億元，下年度就進一步
降至7,629億元，相等於12個月政府開
支，但強調目前財政儲備水平穩健。
隨着經濟活動回復動力，香港與內

地和國際的往來亦迅速復常，整體經濟
氣氛有所改善，私人消費將會上升。陳
茂波預測，香港經濟在今年會明顯反
彈，全年實質增長介乎3.5%至5.5%。
不過，本年度政府收入不似預期，預算
赤字修訂為1,398億元，下年度赤字就
預計有544億。
陳茂波指，過去幾年由於疫情導致

經濟不景，政府錄得大額財政赤字。政
府除會繼續恪守財政紀律和「量入為
出、應使則使」的原則，亦會考慮適當
運用各項財務工具，以更好管理現金
流，並讓一些主要基建和工程項目如期
上馬，讓社會早日受惠。
陳茂波又表示，面對公共財政壓力

下，除了必須節流外，開源更加重要，
因此建議由2023/24年度起，在《博彩

稅條例》下向香港賽馬會徵收每年24億
元「額外足球博彩稅」，為期5年，
而原有博彩稅稅率不變。
馬會昨回應指，馬會於預算

案諮詢期間已明確指出，香港的
博彩稅率屬全球最高，馬會對增
加博彩稅率的建議有強烈保
留。不過，馬會亦明白香港正
處於經濟復常，政府仍需應對
不少社會民生問題，故理解
政府決定。在加徵足球博彩
稅的5個財政年度期間，馬會
指收入將因而大幅減少，影響馬
會對慈善信託基金的撥款，但不會
減少每年批出的恒常捐款水平。
另為鼓勵市民戒煙，財政預算

案提出即時調高煙草稅逾三成，每支香
煙稅款調高6角，每包香煙零售價由62
元加至74元，其中煙草稅佔零售價近
68%。多間連鎖便利店隨即加價，一些
未調整售價的士多、辦館昨日出現搶購
潮，有煙民大手買10包煙囤貨。

報販料收入跌私煙猖獗

陳茂波昨回應加煙稅決定時解釋，
原有的煙草稅佔零售價約62%，仍遠
低於世衞組織建議的75%，且政府多
年未有增加煙草稅，故建議即時將每
支香煙的煙草稅調高6角，並按同等比
例提高其他煙草產品稅率。
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每次上調煙草

稅後，煙民數量都會減少，政府目標是
將香港吸煙率由目前9.5%降至2025年
的7.8%。同時政府會加強戒煙服務及打
擊私煙，並在今年上半年推出諮詢文
件，交代下一步的控煙工作，進一步減

低煙民人口。
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湯修齊歡迎

增加煙草稅，但認為稅率仍有上調空
間，期望政府每年增加煙稅。香港報販
協會主席林長富則認為，加煙草稅只會
令私煙市場更活躍，預計報販收入下跌
五成，甚至出現結業潮，只會令政
府、報販以至巿民「三輸」。

經過3年疫情洗禮，香港步入經濟復常，財政司司長陳茂
波昨發表2023/24年度財政預算案。他指本年度政府收入不似預期，預

算赤字修訂為約1,400億元，但目前財政儲備水平穩健，又預測本港經濟今年
會明顯反彈，全年實質增長介乎3.5%至5.5%。預算案主題為「穩中躍進、共拓繁

榮新願景」，採取「中間偏鬆」財政姿態，政府會繼續恪守財政紀律和「量入為出、
應使則使」原則，嚴控開支增長和探討增加收入，包括煙草稅增逾三成，每包零售價
加12元；及向馬會徵收每年24億元「額外足球博彩稅」，為期5年。

薪俸稅寬減上限六千
子女免稅額增至13萬

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提出多項利民紓困措
施，包括薪俸稅退稅100%、上限6,000元，
子女免稅額增至13萬元，寬減首兩季住宅物
業差餉等。中產也有「糖」收，讓經歷疫情
洗禮的中產「夾心族」苦中有點甜。本報昨
日追訪兩名典型的中產家庭，其中一個育有
兩名子女的中產之家，在新的稅務安排下，
比往年少交約3,400元稅，加上夫婦倆的消費
券，等如有萬多元落袋。但對於政府沒有推
出子女教育津貼政策，他們就有點失望。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在新一份財政預
算案提出，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退稅上限
6,000元，比上一份預算案的一萬元上限「減
甜」，但預期仍有190萬名納稅人受惠，政
府則少收85億元。子女免稅額及子女出生課
稅年度的額外免稅額，則由12萬元增至13萬
元，估計惠及32.4萬名納稅人，政府每年少
收6.1億元。住宅物業差餉寬減首兩季度，每
戶每季上限1,000元，估計涉及303萬個住宅
物業，政府少收52億元。

中產：紓緩作用有限

政府消息人士解釋，薪俸稅和個人入息
課稅退稅上限由一萬元減至6,000元，是因應
香港經濟狀況、需取得平衡而作出的決定，
並指除了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退稅，本身
還有很多項目可以扣稅，例如自願醫保、可
扣稅年金等。至於子女免稅額增至13萬元，
消息人士指不少人反映供養子女負擔重，因

此吸納意見作調整。
這粒「糖」對中產有多大幫助？以擔任

中學教師的陳先生為例，兩夫婦年收入約96
萬元，扣除已婚人士、子女及供養父母免稅額
後，應繳稅款為3.912萬元，比上個稅務年度
少交3,400元稅。但陳不滿今年的差餉寬減「縮
水」，「上年首兩季減1,500元，第三季、第四
季減1,000元，今年只是頭兩季減1,000。」
他一直期望的子女教育津貼最終亦落空。
地盤測量師邱先生表示，財政預算案對

中產人士沒有太大紓緩作用，認為薪俸稅退
稅及免差餉的政策只對低收入人士有用，
「幾千元對低收入人士來說好似好多，對中
產來說就不算多，而薪俸稅退稅上限下降，
更會抵消其他稅務優惠，亦沒有紓緩到供樓
的壓力。」他認為今次部分政策紓緩力度減
少，或與政府收入減少、財政過度負荷有
關。至於今次消費券共派發5,000元，則認為
是額外福利。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表示，特區政府會
繼續嚴格控制公務員編制增長，維持公務員
編制零增長目標，預計2024年3月底，公
務員編制仍約為19.7萬個職位，又指部門
會通過重訂工作優次、內部調配、精簡程序
及提升效率，推展政府各項新政策及措施。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昨在社交平

台發帖指，社會近年對公務員的要求和期望
不斷提高，加上經歷三年新冠疫情，公務員
團隊要應付不少前所未有的艱巨任務。她提
到，公務員團隊一直專業高效，竭誠為市民
提供服務，具備良好組織文化，一定可以與
社會各界一起在後疫情的日子拚出成績。

特首：預算案反映政府願景

行政長官李家超昨表示，新年度預算案
反映了他和特區政府管治團隊的願景，推展
去年施政報告提出的措施，相信會讓香港在
復甦路上穩步前行；亦貫徹本屆政府施政方
針，以做實事為原則，以結果為目標，發展
經濟，改善民生，呼籲社會各界支持預算
案。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會見傳媒時亦指，

「我非常支持今年預算案，希望立法會盡快
審議及通過撥款議案，讓各項措施早日落
實，拚經濟、惠民生，讓香港在由治及興的
新征途上，創建大有可為、風光無限的未
來。」

■陳茂波（左二）展示新一份財政
預算案。 中通社

增私營院舍寬免面積
照顧津貼恒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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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口趨老齡化，安老院舍供不應求，財政司司長陳茂
波昨日宣布，將提供更多誘因鼓勵發展商於私人發展項目內
興建和營運安老院，除繼續豁免該些私營安老院所涉的樓
面面積地價外，有意將免地價樓面面積由最多5,400平方
米，大幅提高至1.2萬平方米，且進一步寬免院舍的樓
面計入項目可容納的最高樓面面積。優化措施將於今
年第二季推出，試行3年再作檢討，發展局及勞福局
亦會為殘疾人士院舍制定同類計劃。
另外，香港早前接連發生倫常慘案，當中不

少源於照顧者壓力。陳茂波宣布由今年10月
起，把關愛基金下為低收入家庭護老者，及
為低收入的殘疾人士照顧者提供生活津貼的
兩項試驗計劃恒常化，每月津貼由2,400元
增至3,000元，涉及開支每年約4.3億元。
政府亦會在今年第三季設立照顧者支援專
線，由專業社工提供緊急支援、情緒輔
導及外展等服務。消息指，現時各約
2,000人領取該兩項照顧者津貼，預計
隨着輪候冊的受照顧者人數增加及提
高津貼金額，恒常化後受惠人數會增
至各約 5,000 人。照顧者余女士表
示，該筆津貼每月額外多600元看似
不多，但一年下來增加7,000多元，
可用於車費、伙食等方面，對措施感
到欣喜。

資料來源：財政預算案

■寬減2022/23課稅年度100%的
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上限
6,000元。

■寬減2023/24年度首兩季住宅物
業差餉，每季上限1,000元。

■為參加2024年香港中學文憑考
試的學校考生代繳考試費。

■2023/24課稅年度起，增加子女
基本免稅額及子女出生課稅年度
的額外免稅額，由12萬增至13
萬元。

利民措施

■發放額外半個月綜援標準金額、
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或傷殘
津貼；在職家庭津貼亦作相若安
排。

■延長「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
臨時特別措施6個月，直至今年
10月，市民每月超出200元的
實際公共交通開支，獲三分之一
的補貼，500元為上限，涉額外
開支約10.8 億元，每月約350
萬名市民受惠。

■補貼每個合資格電力住宅用戶
1,000元，涉款29億元；延長向
有關用戶提供每月50元電費紓
緩金，直至2025年底，約290
萬戶受惠。

■預留1億元加強支持婦女發展，
包括協助在就業市場轉型，提供
照顧者培訓，關注婦女精神健康
等。

■增撥約 1.7 億元支援特殊需要
（SEN）學前兒童，恒常化「第
一層支援服務」，包括為相關兒
童提供短期訓練，為家長提供支
援等。

■恒常化多項支援長者和照顧者計
劃，涉及經常開支逾13億元。

■鼓勵劏房戶安裝獨立水錶，豁免
合資格分間單位每個獨立水錶的
按金和費用。

■市民排隊領取財政預算案。

■子女免稅額增加，可減輕家長負擔。

■政府嚴格控制公僕編
制增長。 資料圖片

■照顧者津貼10月起恒常化，
並增加每月金額。

■煙草稅宣布調高後，有商販隨即加價。

■政府向馬會徵收每年24億的額外足球博彩稅。

■政府出招希望降低吸煙率。

王小姐：社會剛剛復常，大環
境尚不穩定，日常消費會偏向保
守；打算先把消費券用於房屋維
修方面，並會拿來買日用品和食物
等。

市民讚
體諒基層難處

周先生：今次預算案中電費補貼力度
很大，夏天冷氣用得多，平時在煮食
方面耗電也大，補貼能夠幫助節省
支出；派消費券這個措施「做得相
當好」，雖然額度較之前減少，但
政府能夠繼續派發，十分體諒市
民，尤其是基層的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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