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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
過去有不少團體認為香港稅基過於
狹窄，建議本港擴寬稅基、開徵新
稅種。事實上，根據特區政府統計
顯示，本港的財政收入主要依靠五
項收入來源，分別為利得稅、地價
收入、印花稅、薪俸稅及投資收
入，此五項收入基本佔到整體收入
的七八成。
根據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截
至去年11月中的數據顯示，2022至
2023財政年度，利得稅為最大收入
來源，佔28%，緊隨其後的是投資
收入佔15%、薪俸稅佔12.8%和印
花稅佔11.2%，該4個項目共佔政府
整體收入67%。
政府五項的收入來源之中，地價
收入最受樓市市況影響，2021-22
年地價收入為1,430億元，佔政府
整體收入 20.6%，不過隨市況轉
差，2022-23年的地價收入也隨之

而下跌，至699億元，佔政府整體
收入11.2%。

應減少依賴賣地收入
政府預計2023-24年度賣地收入
有850億元。然而2023年推出8幅
官地，包括7幅住宅用地及1幅商
業地，但只售出4幅住宅地及1幅
商業地，賣地收益共約 134.41 億
元，成為2010年主動賣地後最少的
一年，距 850 億元的目標十分遙
遠。
特區政府的財政平衡，過去很視
乎賣地收入能否達標，市況好的時
候庫房當然有進賬，惟市況轉差時
則大為影響庫房收入。去年政府賣
地接連流標，必定影響政府財政收
入，為了減少對賣地的依賴，外界
不少聲音建議政府擴闊稅基，以增
加收入來源，從而加強財政的穩定
性。

稅務學會昨表示，香港整體經濟、房地產市場和資本市
場仍有待全面復甦，政府某些主要收入，例如賣地收

入和印花稅在2023年錄得顯著跌幅，本年度的赤字將超過
1,000億元，財政儲備在去年12月底亦降至6,925億元。鑑
於目前政府的財政狀況和未來的經濟挑戰，為保持香港公共
財政的長期可持續性，該會認為財政預算案應着重於研究擴
闊香港的稅基及對香港現行稅制進行全面檢討。

需續維持港低稅制優勢
該會就財政預算案提出六大方面的建議（見附表），其中

包括「擴闊稅基及全面檢討香港稅制 」。稅務學會名譽秘書
曾詠雅昨表示，香港稅基狹窄和政府收入受無法控制的外圍
經濟波動所影響，政府收入並不穩定，該會建議在推動經濟
發展以增加政府收入的同時，政府還應繼續探討如何擴闊稅
基和減低香港財政收入的波動性，如果政府一直不就擴闊稅
基展開研究，只會停滯不前。

研究引入間接稅新稅種
她表示，自1976年起，香港已有數十年沒有全面檢討其

《稅務條例》，加上狹窄的稅基長期以來都是香港現行稅制
的一個顯著特徵，隨着人口老化，市民對公共房屋、教育、
醫療和社會福利等各方面的需求不斷增長，以及因一些無法
預料的情況例如新冠病毒疫情，而額外產生的非經常性開
支，使政府收入不穩定的問題更令人關注。

該會建議，政府需要重新開展有關擴闊稅基的相關工作，
當中包括就擴闊香港稅基的必要性向公眾展開全面的教育活
動、重新評估在香港引入新稅種例如間接稅的可能性。該會
認為，研究可行方案例如商品及服務稅、增值稅或對電子商
務交易徵收數字服務稅，以及就擴闊稅基的方案向公眾進行
詳細諮詢。

可降低薪俸稅累進稅率
該會指出，擴闊稅基的目的並非為加稅增加收入，而是擴

闊收入來源。在提議增加稅種外，該會提出一連串減低個人
及企業稅務支出的建議，從而達到政府收入來源增加，但又
維持香港低稅制的優勢。例如，該會指出，政府可將薪俸稅
累進稅率中的最高邊際稅率從現時的 17%降低至15%、增
加個人醫療支出的豁免扣減、增加供養父母支出的扣稅額等
等。
事實上，就擴闊稅基方面，其他團體亦有建議，澳洲會計

師公會日前也向政府提出一系列建議，包括徵「碳稅」，針
對年排放25,000公噸二氧化碳以上的企業，建議初始稅率為
每公噸二氧化碳當量為100元，可考慮於2026年開始推行。
另外，香港總商會亦建議政府全面檢視引入稅基廣闊的稅
項，例如數碼服務稅，向非本地供應商開徵3%至5%數碼服
務稅，香港總商會常務副主席陳瑞娟當時表示，數碼服務稅
是向境外企業徵收，開徵這稅項不會影響本地企業，也不會
對本地經濟有影響。

五項來源佔港財政收入八成

◆曾詠雅（右
二）表示，香港
應繼續探討如何
擴闊稅基和減低
財政收入的波動
性。左二為香港
稅務學會會長劉
昭華。

特區政府下周三公布新一份財政預算

案，面對今年逾千億財赤，不少團體建

議本港檢討稅制。香港稅務學會昨表

示，政府在推動經濟發展以增加政府收入的同時，還應該探討擴闊稅基。

該會指出，擴闊稅基的目的並非為加稅增加收入，而是擴闊收入來源，減

低目前政府財政僅靠幾項收入的依賴。在增加新稅種後，可適當下調如薪

俸稅累進稅率等原有稅種的稅率，從而達到政府收入來源增加，但又維持

香港低稅制的優勢。該會認為，可考慮增加的新稅種，如商品及服務稅、

增值稅或電商交易的數字服務稅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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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稅務學會
就預算案建議撮要

1.改善民生
◆降低薪俸稅最高邊際稅率至 15%

◆豁免首次置業印花稅

◆私營醫院住院費用的薪俸稅扣減，上
限每年10萬元

2.在不斷變化的國際稅務環境中保持
香港的競爭力

3.通過更緊密的經濟合作把握新興市
場的機遇
◆為僱主支付在香港工作內地僱員住宿

費用或跨境交通費提供 150%至
200%的利得稅稅務扣減

◆提供稅務優惠予於大灣區城市工作的
香港居民，並簡化稅務豁免流程

4.促進重要戰略行業的發展
◆允許「中小企」集團內的兩個關聯實

體享受利得稅二級制

◆優化印花稅稅制以吸引更多投資控股
活動轉移到香港

5.加強稅制的公平性及明確性，以提
升稅務競爭力
◆集團內一間公司的虧損用來抵銷集團

內另一間公司的應課稅利潤；一間公
司一個課稅年度的虧損可選擇用以抵
銷該公司過往兩個年度的應課稅利潤

6.擴闊稅基及全面檢討香港稅制
◆評估在香港引入新稅種(如間接稅)的

可能性；研究可行方案，例如商品及
服務稅、增值稅或對電子商務交易徵
收數字服務稅

資料來源：香港稅務學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增稅基檢討現行稅制 減低財政收入波動性

文匯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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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責任編輯：樓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
健樂）致同（香港）會計師事
務所最新發表的《亞洲私
募股權投資觀點 2024》指
出，私募股權行業整體而
言於2023年下行，但投資
者對亞洲私募股權行業
2024年的前景審慎樂觀。
致同中國法證調查服務主
管合夥人湯飈昨表示，雖
然私募股權市場仍面對高
利率、持續通脹壓力、地
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及全
球經濟仍然不明朗等諸多
挑戰，然而迅速發展的人工智能，以及新興
的東南亞市場帶來了龐大機遇。先前積壓的
交易將陸續進行，加上全球貨幣緊縮周期快
將完結，將提振債務市場及減輕借貸成本，
令私募股權投資活動有望逐漸復甦。

人工智能提供龐大增長機遇
湯飈表示，雖然私募股權行業整體而言於
2023年下行，但在亞太地區所有行業中，科
技、媒體和電信行業仍穩坐交易額榜首，主
要得益於人工智能的驅動。2023年是人工智
能技術及應用取得突破性進展的一年，私募
股權投資公司鑑於人工智能前景光明和盈利

潛力驚人，踴躍在該行業的
淘金熱中押注。不過由於人
工智能領域的競爭日益激
烈，投資者必須執行嚴謹的
盡職調查，才能降低風險和
提高回報。人工智能不但為
私募股權投資公司提供龐大
增長機遇，也正改變私募股
權行業格局。他提醒，雖然
私募股權投資公司及早採用
人工智能可取得競爭優勢和
更能把握價值創造的機遇，
但適當平衡人工智能科技的
益處及風險亦很重要。

製藥醫療生科行業續受關注
另外，實業及化工、製藥、醫療及生物科

技等行業的交易在2023年仍然相對活躍。在
亞太地區，實業及化工行業主要受快速增長
的電動車市場驅動，而對高質素公私營醫療
服務的旺盛需求，以及政府支持行業發展的
政策，也繼續引起投資者對製藥、醫療和生
物科技行業的興趣。醫療健康行業受惠於利
好的政府政策及持續增長的需求，成為了亞
太地區中企業併購非常活躍的一個行業。然
而，中美緊張局勢加劇仍然是私募股權交易
的其中一塊最大的絆腳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致同會計師事務所預
計亞洲私募股權市場有望逐漸復甦，印度市場受投資
者青睞，日股昨日也升穿39,000點關口，創下歷史高
位。A股七連升加持下，港股反彈連升3日，顯示資金
有流入亞洲區股市的跡象。恒指昨日再升239點，收市
報16,742點，創今年初以來新高，3日累升587點，大
市交投保持1,000億元以上達到1,001億元。分析師指
出，滬指踏入龍年4天，已升足4日，昨日再升1.3%，
是帶動港股繼續向上的主因，由於亞太區股市近全
升，顯示區內股市的投資氣氛進一步好轉，有利恒指
向上挑戰17,100點的阻力。
輝立證券董事黃瑋傑稱，本港的企業業務大致符合
預期，投資者目前觀望即將召開的兩會，屆時會否再
有一些利好政策出台，「中特估」又或吸引資金持續
吸納。他相信，內地在財政政策方面，可能還有更多
刺激措施推動經濟，故料恒指可挑戰並突破100天線，
下一個目標將看17,100點。

「中特估」亮麗 資源股續受捧
科指及國指同以最高位收市，科指收報3,410點，再
升1.8%；國指收報5,758點，升2.1%。「中特估」板
塊繼續成大市焦點，當中資源股表現亮麗。中海油
(0883)急升 5.9%，中石油(0857)亦升 5.7%，中石化
(0386)升3.4%。煤炭股亦有追捧，神華(1088)再升5%、
兗煤(1171)更大升8.6%，MONGOL MINING(0975)、
南戈壁(1878)升幅更達13%及12%。聯通(0762)升4%，
中電信(0728)升3.8%，國壽(2628)升1.8%。

績佳獲唱好 攜程股價創新高
科技股美團(3690)、阿里巴巴(9988)及騰訊(0700)抽

升，帶動大市。業績股表現各異，攜程(9961)去年第四
季收入及經調整盈利均好過市場預期，富瑞更上調其
目標價，該股反覆升7.3%，收報355.6元，創新高，在
藍籌升幅榜居第二，僅次於升7.5%的中升(0881)。聯想
(0992)第三財季純利按年減23%，惟按季升35%，股價
升3.3%。希慎(0014)去年虧損符預期，但減派息令股價
跌4%。
炒作個人遊或擴大，周大福(1929)、六福(0590)及莎

莎(0178)齊升2.4%、3.9%及15.7%。

氣氛好轉資金流入 港股三連升 致同：亞洲私募股權市場料漸復甦

◆港股連升3日，累漲587點，大市昨交投保持逾千
億元。 中通社

◆湯飈表示，新興的東南亞市
場為私募股權市場帶來了龐大
機遇。

稅務學會倡拓商品稅等擴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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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財政收入來源分布

資料來源：立法會秘書處

資料研究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