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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俸稅升5% 打工仔貢獻增
整體稅收年減5% 樓市成交收縮印花稅跌30%

合併評稅非「必慳」網上交表方便改漏

20222022//2323年度年度

租屋的納稅人租屋的納稅人
最多可獲扣稅最多可獲扣稅

1010萬元萬元

子女免稅額子女免稅額
由由1212萬元增至萬元增至

1313萬元萬元

稅務局稅務局
提醒提醒

俗稱「綠色

炸彈」的稅單又殺

到，香港特區政府稅務

局昨日發出240萬份個人報

稅表，並公布庫房稅收概況。

剛過去的2022/23年度受樓市成

交收縮影響印花稅，導

致整體稅收按年減少

5%至3,602億元。稅務

局分析之前兩個年度打

工仔收入，發現2021/22

年度年薪90萬元以上的

打工仔多達26萬人，

按年增加5%；2020/21年度每

名打工仔平均交稅逾 4.1 萬

元，期內全港有3,243名年

薪超過 1,000 萬元的

「打工皇帝」，

每人平均

繳納 388.4 萬

元稅款。稅務局相

信，來年度整體稅收將

回升至3,793億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吳健怡）稅務局昨日發出約240萬份個別人士報稅表，包括60萬份電子報稅表，及
180萬份紙本報稅表，一般人士最遲6月2日提交紙本報稅表，網上交表人士可獲延長一個月至7月3日。稅務局提
醒，2022/23年度租屋的納稅人最多可獲扣稅10萬元；此外，子女免稅額亦將由12萬元增至13萬元，納稅人只
需如常填表，相關稅額會自動計入下一年度薪俸稅暫繳稅款。有會計師向香港文匯報教路，使用網上報稅能及
時發現漏報情況，並能延長一個月遞交稅表。
稅務局局長譚大鵬昨日表示，住宅租金的稅項扣除措施已於去年獲立法會通過，由本課稅年度開始實
施，合資格納稅人的扣除上限為每個課稅年度10萬元。
此外，《2023年稅務（修訂）（子女免稅額及稅務寬免）條例草案》亦獲立法會通過，
2022/23年度100%的利得稅、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可獲寬減，上限為6,000元；至於
子女免稅額，由2023/24年度起，於該出生年度的子女免稅額為26萬元，其他
年度出生的子女為13萬元。

視乎收入有否「超額」或宜分開評稅
有資深會計師教路，幫市民慳稅。對於坊間指夫婦合併報稅可以慳稅，
香港華人會計師公會副會長吳錦華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這需
要視乎情況而定，若是已婚人士或其配偶其中一方的入息少於基本免稅
額，或只有一方有工作，採用合併評稅理論上會對他們有利，「因為夫婦合
併報稅之後，便視為一個整體，若是雙方的收入都超過免稅額，所應繳稅款
亦會提高，那麼分開評稅會比較好。」
吳錦華建議，納稅人在填寫稅表時，應選擇「合併評稅」，稅局便會自動
為納稅人計算哪個報稅方法較有利，納稅人只需簽回稅局評稅後所發出的更
改報稅方法同意表格，便可繳交較低的稅款。
他續指，最好的辦法為使用「稅務易」網上報稅，「納稅人只需要在網上填
寫好資料，若是資料中有出現錯漏，系統亦都會即使發出提示和需要注意的事
項，亦可以查閱是否有尚未提交的報稅表或尚未清繳的稅款。」
每年都有數萬名畢業生投身職場，吳錦華表示，職場新人若未如期收到報稅
表，需要在課稅年度完結後的4個月內，主動通知稅務局，否則有機會受罰。
他亦提醒，YouTuber網紅雖然是非傳統受僱人士，但只要有收入來源，都需要
繳稅。

稅務局昨日舉行記者會，介紹今年報稅事宜及稅收情況。2022/23年度整
體稅收為3,602億元（臨時數字），其中利得稅1,742億元（佔48%），

薪俸稅795億元（佔22%），兩者均較對上一年度分別上升4%及5%。惟整
體稅收仍錄得5%的按年度跌幅，稅務局局長譚大鵬解釋，由於去年樓市表現
不活躍，令印花稅稅收減少，2022/23年度的印花稅收約700億元，按年度減
少約30%，拖累整體稅收。
樓市轉勢，但打工仔在之前兩年的收入卻有改善。稅務局解釋，由於
2022/23年度最新的稅收尚有待收繳，未能分析細項，僅可由以往年度薪俸
稅數據進行詳細稅項分析，其中2021/22年度年薪90萬元以上的高薪納稅人
約有26萬人，佔整體薪俸稅納稅人14.4%，按年增加5%；年薪20萬元或以
下納稅人有17.4萬人，佔比9.6%。
至於「打工皇帝」，則要參考2020/21年度的年報，當年全港有3,243名「打

工皇帝」年薪超過1,000萬元，該組別人士平均每人繳納388.4萬元稅款。
展望來年度稅收，稅務局預測2023/24年度的整體稅收為3,793億元，與
2021/22年度的3,785億元相若，其中預計入息及利得稅收入為2,637億元、
印花稅收入為850億元，及其他預算收入306億元。譚大鵬指，有關預期是根
據今年初的經濟表現及以往經驗得出，並無「保守或樂觀」傾向。
被問及近年納稅人數是否有下降，譚大鵬回應指，除每年5月至6月集中發
出一批報稅表外，稅務局在全年其他時段亦會發出報稅表，2022/23年度共
發出273萬份個人報稅表，2021/22年度則發出287萬報稅表。
他分析個別人士未獲發報稅表有諸多原因，例如報稅人連續幾年無需繳
稅，局方便不會向其再發出報稅表；受經濟影響，部分人收入下跌，加上有
稅務寬減，亦有部分人可能跌出稅網。他並指，發放報稅表數目不等於實際
納稅人數目，根據薪俸稅紀錄，2020/21年度有91.5萬名打工者在扣減稅務
寬免後需要納稅，次年增至95.3萬人，呈上升趨勢。

離港清稅與移居無必然關係
此外， 2022/23年度約有5.61萬宗離港清稅個案，前一年度約有5.65萬
宗。譚大鵬解釋，離港清稅未必與移居有關，「根據法例，納稅人只要預計
離開香港超過一個月，就應該清繳稅項，數據庫並不會顯示該人士因何離
港，除移民外，也可能是外國派駐員工在港工作完結，或者本港居民需要離
港進修等。」

◀▶◀▶稅務局舉行記者會稅務局舉行記者會，，介紹填報介紹填報20222022至至2323課稅年度個別人士報稅課稅年度個別人士報稅
表事宜表事宜，，以及簡報該年度的稅收情況以及簡報該年度的稅收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攝

特區政府昨日公布完善地區治理建議方
案。方案在地區治理層面落實「愛國者治
港」，排除反中亂港分子進入管治架構，
有效維護國家安全；從制度上遏止政治化
歪風，令區議會回歸基本法的設計本意，
體現了基本法有關區議會非政權性諮詢組
織的定位；貫徹基本法規定的行政主導要
求，推動區議會專注建設社區和服務居民
的職能。改革後的區議會採取混合組成方
式，有利增強議會的實務性、專業性和多
元性，革除碎片化的弊端，更好地協助政
府掌握地區民意、落實地區政策、提升治
理效能，通過良政善治增加市民的幸福
感、獲得感。

基本法規定區議會是非政權性的區域組
織，接受特區政府就有關地區管理和其他
事務的諮詢，以及負責提供文化、康樂、
交通、環境衞生等服務。可是，過去相當
長時間，區議會被反中亂港分子騎劫，淪
為宣揚「港獨」、煽動暴力、攬炒香港的
政治工具，嚴重危害國家安全、損害香港
利益，完全偏離基本法中制度設計的初
衷。特首李家超強調，今次檢討方案有三
個原則，一是國家安全必須放在首位，二
是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三是充
分體現行政主導。

縱觀政府公布的重塑區議會方案，將國
家安全的考慮放在首位，除特首委任外，

提出改善提名門檻及加入資格審查制度，
防止反中亂港分子進入區議會，確保國家
安全及地區治理權牢牢掌握在愛國治港者
手中；重塑後的區議會在制度上徹底去政
治化，回歸基本法賦予的職責，恢復諮詢
及提供服務的工作，確保能夠集中精力解
決地區問題，為市民謀福祉、謀實惠。

落實「愛國者治港」、重塑區議會，最
終目的是加強地區治理、造福市民。這一
目標在此次方案中得到比較充分的體現：
由民政事務專員擔任區議會主席，保證地區
事務的諮詢、決策和運作的主導權在政府，
可更好地統籌區議會、「三會」及「關愛
隊」，產生協同效應；成立由政務司司長主
持的「地區治理領導委員會」，現時由政務
司副司長主持的地區事項統籌工作組則重新
定位，改名為「地區治理專組」，取代原有
的「地方行政督導委員會」，統籌決策局
的地區工作。這些安排和措施令政府更有
效地策劃、推展地區服務。

在備受關注的區議員產生方式上，改革
後的區議會將透過委任、間選、直選的混
合形式產生，讓愛國愛港且有志服務地區
的各界精英，有多元渠道參與區議會的遴
選工作，就任後能夠發揮專業知識、豐富
實務經驗，全面準確了解、反映社情民
意，就社區民生建言獻策，有助特區政府
制定、落實更切實可行的惠民措施；居民

求助時亦有更多有能力、有經驗的區議員
提供幫助。

方案還建議，為區議會引入區議員履職
監察制度，將對行為表現不符合公眾期望
的區議員啓動調查，加強區議員的問責性
和工作的透明度。在區議員履職監察機制
之下，市民不單能夠在選舉時行使投票
權，更可以在區議員任期內，持續監察議
員的表現，確保每一名區議員盡責履職，
不負市民期望。這也無疑是提升地區治理
的重要制度保障之一。

改革後的區議會由委任、間選、直選的
區議員，分別佔四成、四成、兩成席位。
有意見認為，方案大幅削減直選議席，未
必能反映市民真正意見，甚至片面認為是
「民主倒退」。回顧歷史，正因為取消委
任制、引入大比例直選，導致區議會高度
政治化，反中亂港政客炒作政治議題撈取
選票，漠視民生問題，令社區治理激進
化、民粹化。直選並非民主選舉的唯一模
式，完善地區治理方案按照實際情況，以
多種形式組成區議會，令區議會更具廣泛
代表性、均衡參與，可以推動區議會邁向
優質民主，從制度上消除以往區議會政治
掛帥的問題，令未來的區議員能全神貫注
履行服務社區職能，受益的是廣大市民。

區議會選區過小，區議員只重視小選區
利益、不考慮本港整體發展，一直為人詬

病。特首李家超指出，如區議員的選區太
小，可能會有「見木不見林」的問題，
「只看樹木已經不理想，如果只談樹葉我
更加擔心。」此次方案建議將全港分為44
個地方選區，希望可以令區議員有宏觀視
野及整體觀，既關注地區事務，又考慮大
局。多名現屆區議員亦認同，當選區擴
大，議員無須過於擔心小區的選票問題，
從而更具大局觀地考慮規劃，有利於關顧
更大群體，善用資源進行社區發展，令整
個香港變得更好。可以預期，擴大選區後
產生的直選區議員，能夠從相對宏觀的角
度思考社區發展，平衡各方利益，令社
區、社福設施規劃、建設更合理、更符成
本效益。

完善選舉制度後，選委會、立法會、特
首選舉已順利完成，如今完善地區治理建
議方案亦公布，落實「愛國者治港」、在
不同層面重塑本港管治架構的工作基本完
成。區議會是「一國兩制」下本港管治架
構的重要組成部分，按照方案建議、依法
落實區議會改革，加快區議會回歸為民服
務初心，更好為特區政府管理地區事務提
供助力，為提升基層治理發揮積極作用，
對保持本港長治久安、繁榮穩定意義重
大。社會各界應積極表達意見、支持方案
盡早落實，鞏固本港由治及興的良好局
面。

落實「愛國者治港」重塑區議會 提升地區治理效能造福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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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收年度
2023-24*
2022-23*
2021-22
2020-21
2019-20
2018-19
2017-18

其他稅收
306億
365億
359億
313億
301億
347億
335億

整體稅收（按年變化）
3,793億（+5.3%）
3,602億（-5%）
3,785億（+14.4%）
3,308億（+9%）
3,036億（-11.1%）
3,414億（+3.9%）
3,286億（+13.2%）

利得稅
暫無數字
1,742億
1,673億
1,355億
1,559億
1,666億
1,391億

薪俸稅
暫無數字
795億
756億
750億
504億
601億
608億

印花稅
850億
700億
997億
890億
672億
800億
952億

近年香港稅收情況及展望（元）
*臨時數字或預算數字 資料來源：稅務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