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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葡萄酒和酒精濃度不多於30%的
飲品酒稅，自2008年二月起獲豁免

人均飲酒量（公升）

資料來源：衞生署*只計算15歲或以上人口比例
2023

香港近年人均飲酒量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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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下月將發表新一份施政報告，酒業代表建議施政報
告將烈酒進口稅由現時100%減至20%。商會表示，全球烈

酒市場規模將由2023年的5250億美元（約40940億港元）大增至
2027年的6300億美元（約49128億港元），增幅達兩成，期望本
港可寬減烈酒稅，增強香港在國際烈酒市場上的競爭力，長遠推
動香港成為國際最大白酒交易中心。

對於有擔心降烈酒稅會令港人多飲酒影響健康，商會認為下
調酒價不會令市民增加飲用量。

多個政黨在施政報告諮詢期間提出取消或下調
烈酒稅，推動香港成為區內酒業貿易樞紐，《大公
報》早前率先多角度探討調整烈酒稅的可行性。香
港酒業總商會、港九罐頭洋酒伙食行商會，以及香
港食品、飲料及雜貨協會等業界代表，昨日聯同立
法會批發及零售界議員邵家輝召開記者會，建議政
府將現時本港對酒精濃度30%以上的烈酒徵收
100%從價稅，下調至20%。

全球烈酒市場將達5萬億
邵家輝表示，政府自2008年取消對酒精含量

30%以下飲料，包括紅酒及啤酒等的進口稅，帶動
了葡萄酒進口價值在2007及2008年間，分別增長
80%及45%，而葡萄酒進口量更由2008年的3043
萬升，增至2012年的5055萬升，葡萄酒行業的關聯
公司、從業人數和業界總收入，在取消葡萄酒稅後
均大幅增長。他認為，現時本港烈酒稅相比起台
灣、澳門、日本等其他地區高，相信寬減稅項有助
香港在烈酒市場提高競爭力，帶動各相關行業收
益，彌補政府少收的稅款。

業界認為，烈酒市場規模有擴張趨勢，寬減烈
酒稅可助把握市場機遇。香港酒業總商會創會會長
蘇又萍表示，數據顯示，全球烈酒市場規模將由
2023年的5250億美元增至2027年的6300億美元，
增幅達兩成，寬減烈酒稅可助業界抓緊環球烈酒市
場擴展的機遇，增強本港在國際烈酒市場的競爭
力。她又表示，下調烈酒稅進而降低烈酒價格，能
刺激本地消費需求並帶動飲食、批發及零售、旅
遊、進出口、酒店、中小企等業界發展，同時為行

業增加職位，例如調酒師、銷售工作等。

打造中國白酒最大外銷平台
她又提到，內地白酒市場規模已逾8000億元，

去年本港市場佔內地白酒出口量約兩成三，考慮到
內地有26間威士忌酒廠正投產，料8至10年後威士忌
的產品會 「百花齊放」 。香港要佔先機及商機，成
為全球最大中國白酒外銷平台，為中國白酒進佔西
方市場提供營銷、推廣、包裝、品鑒等業務， 「中
國白酒要出海擴充市場，香港是一個好的跳板平
台，但一定要寬減香港烈酒高稅制，才能佔商
機。」

對於有擔心降低烈酒稅會令港人多飲酒影響健
康，蘇又萍認為，酒不是彈性商品，零售價下降並
不會令消費者增加飲用量。她引述衞生署數據稱，
本港在2008年取消葡萄酒關稅，當年的人均飲用量
為2.8公升，並無明顯增加，2023年人均飲用量更下
跌至2.3公升。她直言市民不會因為今日減稅便飲多
三杯，反而因零售價下降，市民會選擇多飲靚酒，
一定程度上能夠降低市民飲酒的健康隱患。





內地白酒邁向國際
港可當超級聯繫人

保留稅項 平衡貿易與公眾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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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眾業界代表和酒商，建議將烈酒稅由現時徵收
100%從價稅，下調至20%。

中國白酒市
場規模龐大，近

年銳意推動白酒國際化。本港酒業代
表認為，香港背靠全球最大的白酒市
場，而且有大量經驗豐富的酒商，結
合香港高端服務業發達的優勢，具備
充分條件成為中國白酒國際化的 「超
級聯繫人」 。

香港酒業總商會創會會長蘇又萍
表示， 「中國白酒要出海擴充市場，
香港是一個好的跳板平台，但一定要
寬減香港烈酒高稅制，才能佔商
機。」 她透露，8月曾有超過20個內地
酒企來港考察，但他們因本港烈酒稅
企高而有所猶豫。

華潤創業（聯和）香港有限公司
代表劉新元表示，白酒是中國千年文
化的瑰寶，而內地近年銳意推動中國
白酒國際化。香港背靠全球最大的白
酒市場，而且有大量經驗豐富的酒
商，結合香港發達的高端服務業，配
合美酒佳餚巡禮、國際美酒展等國際
盛事，具備充分條件成為中國白酒國
際化的 「超級聯繫人」 ，相信能為中
國白酒進佔西方市場提供營銷、推
廣、包裝、品鑒等一系列增值業務，
有望能成為國際最大中國白酒貿易中
心。 大公報記者 劉碩源

▲▶《大公報》
早前率先多角度
探討調低烈酒稅
的可行性。

香港周邊地區酒稅
區域

香港

澳門

台灣

新加坡

日本

稅項及稅率

應課稅品稅100%（從價稅）
10%的從價稅，並額外加收每公升20
澳門幣從量稅
蒸餾酒酒稅（每公升按酒精濃度每度
徵收2.5元新台幣）、營業稅5%（稅後
價）
每公升酒精88元新加坡幣（約510元港
幣）
關稅（每公升72日圓）、酒稅（每千公升
37萬日圓+37°以上每度10000日圓）

資料來源：
香港酒業總商會

目前香港對酒精濃度30%
以上的烈酒，按稅率100%徵收

從價稅，是世界其中一個烈酒稅最高的地方，
相當於在港售賣的烈酒約一半成本來自稅項。
減免烈酒稅議題在港討論多年，有傳政府內部
對減免烈酒稅建議反應正面，但醫學界關注會
否影響市民健康及變相鼓勵市民飲酒。調整烈
酒稅須在營商貿易與公眾健康之間取得平衡。

烈酒稅寬免或減低，涉及經濟及健康兩大
考慮因素。香港在2008年取消葡萄酒稅後，從
事進口批發酒精飲料的企業數量，從原來的310
間激增至2023年的800間，自2013年起更超越了

倫敦、紐約等傳統洋酒貿易重鎮，躍升為全球
最大洋酒拍賣中心之一，帶來正面作用。不
過，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曾指出，酒稅是其
中一項有效鼓勵市民減少飲酒的方法，醫學界
亦有意見擔憂下調烈酒稅會間接讓本港市民增
加飲酒的習慣。

調整烈酒稅須在營商貿易與公眾健康之間
取得平衡。衞生事務委員會主席陳凱欣認為，
從醫學角度看，飲酒只要適量不會損害健康，
而且現時一般社交場合，經常見到白酒入饌，
屬於飲食文化之一，建議政府考慮調低烈酒
稅，而並非全部取消。 大公報記者 劉碩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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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酒稅倡降至20%
帶旺商貿旅遊業
商會：抓緊環球烈酒市場擴展機遇

拆局

嚴監管 提信心高質量人口是高質量發展的關鍵
財政部、證監會昨日宣布，

對捲入中國恒大財務造假風波的
普華永道中國（港譯為羅兵咸永
道）處以頂格罰款4.41億元，並實
施對普華永道警告、暫停業務6個
月、撤銷普華永道廣州分所的行
政處罰。普華永道表示堅決服從
處罰，並就事件深表歉意。

暫 停 業 務 又 被 稱 為 「資 格
罰」 ，普華永道是去年以來第六
家遭到 「資格罰」 的知名會計事
務所，也是今年以來的第三家。
凸顯內地證監部門持續釋放對中
介機構嚴監管的信號。業內人士
指出，相對於頂格罰款， 「資格
罰」 對會計事務所的影響更大，
可能引發大批客戶出走，但也只
有讓這些中介機構 「罰到痛」 ，
才能真正起到阻嚇作用。

中國恒大年前 「爆雷」 ，欠
債逾2萬億元，去年被香港高院頒
令破產。恒大跌入萬劫不復的深
淵，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為其
提供核數服務的普華永道難辭其
咎。2019年至2020年間，恒大地產
虛報資產5600億元。中證監指出，
普華永道在審計過程中違反多項

準則及要求，多項審計程序失
效，未發現恒大地產大金額、高
比例的財務造假，其中約八成八
地產項目觀察紀錄與實際執行情
況不一致，現場走訪認為符合交
樓條件的樓盤大部分實際未完工
交付，部分在中證監實地調查時
甚至是 「一片空地」 。

普華永道是全球知名的四大
會計事務所之一，為內地很多上
市公司提供核數服務。據2022年的
一項調查，在內地百大會計事務
所中，普華永道名列榜首，另一
「四大」 德勤排第四。然而，普

華永道及德勤都因為專業失職被
處以 「資格罰」 ，這不僅體現內
地監管部門嚴肅整頓市場的決
心，也反映現時的會計事務所良
莠不齊，名頭響、規模大，並不
能同其專業質素畫等號。

今 次 處 罰 也 為 香 港 敲 響 警
鐘。事實上，今次處罰並非事件
的落幕。對於香港普華永道涉及
中國恒大審計工作的有關責任，
本港會計及財務匯報局的獨立調
查將繼續有序進行，並會得到內
地有關部門的密切配合。

全國人大常委會昨日通過實施漸進
式延遲退休年齡的決定，在15年內，內
地逐步將男性工作者的退休年齡由現時
60歲延後至63歲，女性則由50歲、55歲
延後至55歲、58歲，自明年1月1日起實
施。有關政策受到本港社會廣泛關注，
在出生率長期不振、預期平均壽命不斷
增加、人口老化加劇的現實下，香港需
要制定完整的人口政策，推動人口的高
質量發展，應對未來挑戰。

目前內地法定退休年齡是上世紀五
十年代確定的。70多年來，隨着生活質
素不斷改善，中國人平均預期壽命由當
初的40多歲，大幅提高至現在的78.6
歲， 「人生七十古來稀」 早已是過去
式。很多人年過六旬依然生龍活虎，有
工作能力，退休似乎太早了。再說，隨
着科技發展，戶外體力勞動進一步減
少，對於在辦公室工作的腦力勞動者而
言，年紀稍大仍能勝任，而經驗豐富甚
至是加分項。

另一方面，自2022年開始，內地人
口呈現負增長，去年延續這一態勢。由
於結婚生育等傳統觀念面對不少新挑
戰，未來勞動人口佔總人口的比重將持
續下降，這對社會扶養構成的壓力越來
越大。適當延遲法定退休年齡，讓有能

力、有意願者再工作一段時間，可謂現
實下的合理選擇。從全球情況看，歐洲
的法德等國家早就因應社會老化問題而
延長退休年齡，一些國家的法定退休年
齡延至65歲。內地現在實施有關政策，
也是與國際接軌的體現。

相比內地，香港平均預期壽命更
長，出生率更低，社會老化問題更嚴
重。但香港沒有法定退休年齡，除了公
務員有明確的退休年齡，私人企業的退
休年齡一般為60歲，但多數是彈性處
理。年逾古稀仍然做的士司機、樓宇看
更的，不在少數。事實上，香港打工仔
普遍有 「後顧之憂」 ，一方面是積蓄有
限，另一方面是強積金要到65歲才有資
格領取，且收益並不穩定，難以支持長
時間的退休生活。一再有調查顯示，很
多受訪者表示未能為退休作好準備，只
要有人肯請，仍然會工作。

但無論香港人如何自動延後退休年
齡，老齡化 「海嘯」 仍然鋪天蓋地而
來。現時香港長者佔人口總數五分之
一，再過二十年，長者人口的比例將增
至人口總數三分之一，這種人口結構，
將對社會和經濟發展構成全方位的影
響。特區政府近年為緩解人口老化推出
不少政策。在搶人才方面，一年多來，

已收到30多萬份相關申請，其中14萬人
已抵港；在鼓勵生育方面，新生嬰兒可
獲2萬元津貼，有新生嬰兒的家庭可提
前一年申請公屋；在輸入外勞方面，除
了香港家庭聘用數十萬傭工，建造、護
理、機場、交通等領域，近年都引入外
援，以解燃眉之急。

然而，儘管香港應對人口老化的措
施不算少，仍予外界 「零敲碎打」 的印
象。有必要深入研究香港的人口結構，
配合未來的發展方向，制訂長遠而全面
的政策。首先要完善法例，設立全民退
休年齡，並完善配套政策；其次要進一
步提高生育吸引力，在教育、託兒、居
住方面狠下功夫；再次要繼續大力吸引
人才，更要留住人才、用好人才。在養
老方面，除了持續優化強積金，還可以
推出更多的銀髮投資產品，讓長者多積
累資產，為漫長退休生活做好準備。

行政長官李家超下個月將推出新一
份施政報告，人口政策是其中焦點之
一。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化大都市，推動
高質量發展，人口的高質量是前提，而
較大人口規模和年輕化、知識化的人口
結構，是其中的關鍵。新一份施政報告
在完善人口政策方面有何創新舉措，各
界充滿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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