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企業利得稅
現分兩級徵收

首200萬元 超過200萬元
應評稅利潤稅率 應評稅利潤稅率

法團 8.25%(減半) 16.5%

非法團業務 7.5 %(減半) 15%

實施日期：2018/19年及其後課稅年度
申請限制：一個集團最多只能提名一間子公司申

報利得稅兩級制

資料來源：稅務局

引入有限合夥
基金制度

為合資格私募
基金所分發的
附帶權益提供
稅務寬免

吸引更多已在海
外成立的基金
「搬遷」到香港
落戶

港收漁人之利
全球百年稅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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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 國 企 業

「避稅天堂」勢成

絕 響 ！ 由 經 合 組 織

（OECD）與 G20 國家共同推

動的全球稅改協議，以打擊跨國公司

避稅的方案，包括將全球最低企業稅率定為

15%，在本月初已獲136個國家同意落實，亦意

味全球稅制將迎來近100年來最大變革。有專家認

為，國際打擊避稅反而對香港有利，料將有更多基

金、信託、公司考慮落戶本港，令本港稅收增加同

時，亦會帶動相關專業服務的需求。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雖然這項歷史性協議被形容為全球稅制的突破，不
過大家可能會問，這些轉變對香港企業有何影響？香
港稅務學會會長吳錦華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有關最低有效稅率已商談了一段不短的時間，他認為
全球企業稅最主要影響大型跨國企業，不過在香港企
業極大部分均以中小企為主，因此實則對本港企業影
響並不大。
吳錦華解釋，就大型跨國企業而言，以往做法「大

多會將不同業務，擺放在不同稅務管轄區，如將一些
利潤不太高的業務放在相對高稅率的地方，至於一些
利潤較高的業務，如版權、高科技產業、知識產權就
會放在可交更少稅的地方」，令「拉勻」後整體需要
交稅相對減少。

港已設立小組應對全球稅改
以香港為例，吳錦華認為全球最低企業稅率協議，

並不影響一般中小企，因為這些企業大多不會出現涉
及不同稅務管轄區的情況，而去年中港府已成立一個
工作小組，成員包括一些稅務專家、學者、企業等，
商討第一支柱一旦落實後對香港將帶來何影響、以及
有何準備工作等。
Baker & McKenzie 稅務及財富管理高級顧問Mi-

chael Olenicky則認為，第一支柱對大部分香港企業

均不構成影響。他引述資料指出，全球僅約80個集
團屬於第一支柱下類別，當中只有少數香港集團能達
到年度綜合收益超過200億歐元的門檻，因此他相信
第一支柱對大部分香港企業均不構成影響，不過他提
醒收入門檻預計將於7年後從200億歐元降至100億
歐元，屆時或導致更多集團納入第一支柱的適用範
團。

專家：第二支柱對港影響廣
Michael Olenicky亦認為，相對而言第一支柱，第

二支柱對香港影響範圍更廣。他解釋，由於香港標準
稅率16.5%通常不適用於集團的所有利潤，主因香港
有豁免對資本收益及離岸收入徵稅，同時對某些其他
類型利潤徵稅的稅率僅為16.5%的一半，因此香港大
部分集團的實際稅率其實遠低於16.5%，他甚至預計
實際上可能為6%至7%。
對於有不少市場人士都預期，在兩大支柱下，大部

分財政收益將流向發達國家而非發展中的國家，部分
國家為吸引外國投資者和鼓勵國內投資，或會提供優
惠稅率和稅務豁免，不過Michael Olenicky亦提醒，
若投資者在這些國家省下的稅務支出，最終會被其他
地方徵收的稅款抵消，則令有關稅務優惠失卻原來意
義。

不少國家疫情後「庫房」元氣大傷，要開源
下，除了向富人開刀之外，矛頭亦直指企
業。OECD在10月初宣布，136個國
家及司法管轄區，已就全球15%
最低企業稅達成協議，即
「稅基侵蝕及利潤轉
移」（BEPS）國際
稅務改革框架
方案，各
國 目

標在2022年簽訂多邊公約，並在2023年正式實施，
料新措施可以每年為全球稅收新增約1,500億美元
（約1.17萬億港元）。
OECD指，佔全球GDP超過90%的136個國家及

轄區同意設立最低企業稅，當中包括改變立場加入
的愛爾蘭、愛沙尼亞和匈牙利，亦代表協議已獲所
有OECD及二十國集團（G20）國家的支持，不過
肯雅、尼日利亞、巴基斯坦及斯里蘭卡則尚未加入
協議。
根據OECD和G20國家早前提出稅務改革方案，

當中的擬議修訂分為兩部分，通常稱為「第一支
柱」和「第二支柱」。「第一支柱」是針對一小撮
全球最大型跨國企業集團，即年度綜合收益超
過200億歐元及利潤率高於10%而產生超
額利潤的集團。「第二支柱」適用於
年度綜合收益超過7.5億歐元的集
團，不設最低利潤率門檻，
受第二支柱影響的集團
將以不低於15%的
全球最低稅率
繳稅。

跨國巨企避無可避
中小企料不受影響

全球最低15%企業稅料後年上路

現行的國際稅收規則，是遠在1920年代，經當時各國商定而達
成，隨着全球化等發展，亦催生不少跨國巨企，而這些公司可

利用不同地方稅率差異，合法繳付較少稅項。因此為了打擊跨國公
司避稅，OECD早前已提出「兩大支柱」方案，包括要求大型跨國
企業向實際取得利潤的地區納稅，而不是故意到低稅地區交稅，以
及設立全球最低企業稅率，確保各國不會通過低稅率競爭來擴大稅
基，建議最低稅率為15%。

多國收緊條件 企業遷冊增
香港稅務學會會長吳錦華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在各國未
有共識為最低企業稅定下界線之前，不同國家都在「鬥劈」減稅，
不過他認為「一個地方不可以無限地減稅，因為只要低過某一個界
線，該地區將出現不夠稅收的情況」，而日後全球最低企業稅生效
後，企業可以繳交至少是劃一最低稅率，他預計不同稅務管轄區整
體稅收將增加，包括香港。
除了國際打擊逃稅，吳錦華亦特別提到，近年有不少企業遷冊，主
因有部分國家開始要求當地企業，證明其在當地經濟效益，而以往有
關要求相對簡單，「最基本或只需要搵律師做信託，甚至不需要聘請
職員或另覓公司地」，不過近年各國收緊有關要求下，這些公司亦因
而需要證明在當地確實存在經濟活動，才可符合低稅或者免稅條件，
在這些公司難以符合條件下，亦變相造成不少公司需要遷冊。

港專業服務需求將更旺
因此吳錦華認為，是次由OECD與G20國家共同推動的全球稅

改協議，除了令香港稅收同樣有機會受惠之外，在國際稅改令外國
稅務天堂受影響之下，部分公司、基金以及信託或考慮落戶配套相
對完善的香港，他認為這些企業若最終選擇落戶香港，更有可能帶
動周邊的專業服務需求。
他舉例地指，「如有一間企業要轉落腳點至香港，或需要律師先
處理文件，令公司合法地轉至香港，而由於香港有為不同類型的業
務提供稅務優惠，因此公司亦需要會計師、核數師、稅務師等」，
他亦坦言一旦這些企業落戶後，就不會很容易就離去，因此縱使香
港為指定行業提供優惠，日後企業都會繼續交稅，最終港府亦會因
而受惠。
問到受影響跨國企業會否選擇加入一些未參與協議的國家，吳錦
華認為在協議之中，已有很多發達國家或者發展中國家參與其中，
他提醒如果有企業刻意選擇一些未有加入協議的國家或稅務管轄
區，藉以期望交少些稅，但這些企業仍在實質營運中，此舉有機會
影響他們評級，甚至與其他企業進行交易時，對方或考慮一些反洗
錢風險，以至透明度或相關框架等考慮。

一年330間私募基金註冊
而在香港，為了奠定首要國際資產及財富管理中心的地位，港府
近年亦頻頻出招，包括引入有限合夥基金制度，以吸引私人投資基
金（包括私募基金及創投基金）在香港成立和註冊，以便將資本引
入實體行業公司。而財庫局在今年8月時披露，有限合夥基金制度
自去年8月31日起實施這一年以來，已有接近330 間私募基金在新
制度下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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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稅改協議
建議將最低企業
稅率定為15%，
較 香 港 現 行
16.5%的基準企
業利得稅略低。

事實上，香港現行企業利得稅採兩
級制徵收，首200萬元利潤利得稅
率為8.25%，即是如果企業的利潤
是少過200萬元的，只需按8.25%
繳利得稅。

法團首200萬元稅率8.25%
本港利得稅兩級制由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於 2017 年，其任內首份
《施政報告》中提出，2018年4月
1日起的課稅年度正式實施，目的
是紓緩中小企稅務負擔。利得稅兩
級制規定，法團首200萬元利潤的
利得稅率，由當時的基準稅率
16.5%大幅減半至8.25%，200萬元

利潤以上則維持不變，即企業最多
可省16.5萬元稅款。
此外，在利得稅兩級制下，非法團

業務（合夥及獨資經營業務）的首
200萬元利潤的利得稅率也由當時的
基準稅率減半至7.5%，200萬元利潤
以上則維持15%不變，最多可省15
萬元。
所有在香港有應課利得稅利潤的

實體都可按兩級制利得稅率課稅，
除非該實體已有其他有關連實體被
提名以兩級制利得稅率徵稅。不
過，一個集團最多只能為一間子公
司申報減半稅率，以防優惠被濫
用。
當時政府估算，若有20%的納稅
企業屬關連企業，實施利得稅兩級
制會令政府稅收每年減少約58億
元，相等於2016-2017年度利得稅
收入總額約4%。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港利得稅兩級制 紓緩中小企負擔
立法會目前正

在對相關法例修
訂進行審議。

條例已於今
年4月通過，為
合資格私募基金
所分發的附帶權
益提供利得稅及
薪俸稅寬免。

自去年 8 月
31日起實施，
短短一年內，已
有接近 330 間
私募基金在新制
度下註冊。

港向私募基金
樞紐發展
三 部 曲

打擊「避稅天堂」吸引外企落户香江

● 吳錦華認為，香港配套相對完善，
或吸引外資落戶，同時帶動周邊的專業
服務需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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