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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家庭：影响及纾缓措施 

纾缓商品及服务税对家庭的影响 

146. 建议的一系列税制改革，包括开征商品及服务税，目的是令税

制更公平、更稳健和更具竞争力。建议开征的商品及服务税采取低税

率。由于其涵盖面广，大部分家庭都可能要缴纳这税项。根据海外的经

验，开征商品及服务税的地区一般会同时推行一系列税务宽免及纾缓措

施，以减轻对家庭造成的负担。 

开征商品及服务税的主要目的并非增加税收 

147. 无论是一般的还是特定的税务宽免及纾缓措施，其涵盖范围最

终都会视乎商品及服务税的税率、市民认为最可取的措施的组合方法和

价值、其对政府收入和支出的影响，以及开征商品及服务税时政府的财

政状况而定。无论如何，税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扩阔税基，而非为增加

税收。因此，我们建议在至少首五年不增减税收的前提下开征商品及服

务税。 

价格升幅会少于商品及服务税的税率 

148. 我们建议根据商品及服务税预计对家庭开支所造成的短期影响

订定纾缓措施。就这次咨询而言，我们假设商品及服务税税率为 5%。一

般人可能以为所有开支项目都会完全按照商品及服务税税率上调，但

是，尽管已登记的企业所售卖的物品，其价格大都会按照商品及服务税

税率上调，亦可能有很多全年营业额低于强制性的登记起征点的中小型

商户会选择不就商品及服务税登记。因此，他们售卖商品和服务时不须

征收商品及服务税。此外，一些如第七章所述的建议税项宽免，亦可能

会令部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不会上升，这将令最终的价格升幅少于商品

及服务税的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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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物价的影响会很温和并视乎市场供求而定 

149. 我们估计，假如商品及服务税税率订为 5%，短期价格升幅会在

3%左右34，对家庭开支影响属于温和。对于向那些没有登记的店铺购买食

品、衣服和个人服务的家庭来说，商品及服务税对他们的影响将更少。

香港除少数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受管制外，物价水平一般由市场主导。商

品及服务税如实施后，物价变动幅度主要视乎市场供求而定，包括各市

场参与者的竞争程度、定价和定位策略等因素。无论如何，商品和服务

的价格的升幅不应高于商品及服务税的税率。 

没有登记的企业所售卖的商品价格升幅应少于商品及服务税的税率 

150. 没有登记的企业所售卖的商品及服务，其价格预料亦会上升，

但一般来说，幅度相信会低于已登记的企业。而升幅可能受多个因素影

响，例如：他们购入货品时有否缴纳商品及服务税(没有登记的企业不

能申请退回其缴付的商品及服务税)，以及有关业务的市场情况。 

专题 8 开征商品及服务税对一般家庭开支有何影响? 

假设商品及服务税税率为 5%，在拟议的税项实施初期，按综

合消费物价指数计算，家庭开支的平均升幅估计约为 3%。 

向已登记商铺购买的食品及在已登记的食肆用膳，其价格升幅

预计为 5%。向没有登记的小型店铺或街市摊档购买的食品，由于这些

店铺/摊档不须征收商品及服务税，所以其价格升幅预计较小。 

因为酒精类产品的应课税品税会相应调低，因此有关产品的价

格应不会上升。 

教育、医疗服务、公共交通费和公用事业收费的升幅可能与商

品及服务税税率接近，但须视乎服务机构是否已就商品及服务税登记

而定。至于其它服务，例如理发、会计、法律、裁缝及清洁，如有关

企业为登记企业，这些服务的费用亦可能会按商品及服务税税率而上

升。 

                                                 
34 预计商品及服务税对家庭开支造成的短期影响，载于附录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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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住宅物业租赁获豁免缴纳商品及服务税，因此住宅租金

应不会在初期上升；至于差饷，由于它并不在建议的商品及服务税涵

盖范围内，故我们预期不会有任何影响。 

已登记的企业所售卖的衣服、鞋类、电子产品及家庭用品的

价格可能会按拟议的商品及服务税税率上升。 

我们预期新汽车、汽油及柴油的价格不会受影响，因为现有

的税项及应课税品税会随商品及服务税的税率作相应调整。 

由于建议不会就银行收费及利息征收商品及服务税，因此这

些项目应不会受影响35。 

离港旅游费用，包括前往内地和海外国家的机票费用及参加

旅行团的团费，由于无须缴纳商品及服务税，因此也不会上升。 

将为市民提供税务宽免及纾缓措施 

151. 即使预计商品及服务税实施后对物价影响不大，我们仍然认为

有必要实施宽免措施，而这对香港社会上最需要援助的一羣来说尤其重

要。假设商品及服务税的税率为 5%，有关的税收可让政府提供可观的税

项宽免及纾缓措施36。 

商品及服务税对家庭消费开支的影响 

152. 为帮助大家了解商品及服务税(假设税率为 5%)对家庭消费开支

可能带来的影响，我们以下用三个不同家庭收入组别的例子加以说明： 

                                                 
35 假设这些项目属于可享有零税率的「金融供应」的定义范围内。 
36 有关商品及服务税对政府财政影响的详情，请参阅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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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 低收入家庭37

 

每月开支
38
(分为以下项目)

39
： 7,990 元 可能增加 

百分率
40

商品及服务税的 

仿真价格效应
41

食品 2,530 元 4.5% 114 元 

住屋 2,440 元 0.5% 12 元 

电力、燃气及水 410 元 5.0% 21 元 

烟酒 120 元 3.8% 5 元 

衣履 240 元 4.8% 12 元 

耐用物品 290 元 4.9% 14 元 

杂项物品 420 元 4.9% 21 元 

交通 520 元 4.0% 21 元 

杂项服务 1,010 元 4.2% 42 元 

因实施商品及服务税而可能增加的生活费用(每月) +262 元

因实施商品及服务税而可能增加的生活费用(每年) +3,144 元

 

例 2 中收入家庭42

 

每月开支(分为以下项目)： 15,540 元 可能增加 

百分率  

商品及服务税的 

仿真价格效应 

食品 4,760 元 4.4% 209 元 

住屋 4,340 元 0.6% 26 元 

电力、燃气及水 640 元 5.0% 32 元 

烟酒 170 元 3.6% 6 元 

衣履 640 元 4.8% 31 元 

耐用物品 710 元 4.9% 35 元 

杂项物品 770 元 4.9% 38 元 

交通 1,270 元 3.7% 47 元 

杂项服务 2,230 元 3.7% 83 元 

因实施商品及服务税而可能增加的生活费用(每月) +507 元

因实施商品及服务税而可能增加的生活费用(每年) +6,084 元

 

 

                                                 
37 属于附录C中所载列最低的 20%收入家庭。 
38 由于「每月开支」会调整至最接近的十元，数字加起来未必与总数相等。 
39 个别开支项目的住户开支模式取自《2004/05 年住户开支统计调查》。 
40 「可能增加百分率」是以附录C中所显示的商品及服务税每年对住户开支所造成的短暂影

响作为计算依据。 
41 商品及服务税的仿真价格效应是以附录C所显示的该税项每年所造成的短暂影响为依据计

算出来。由于价格升幅会调整至最接近的 1 元，数字加起来未必与总数相等。 
42 属于附录C所列的第三低 20%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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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 高收入家庭43

 

每月开支(分为以下项目)： 37,750 元 可能增加

百分率 

商品及服务税的 

仿真价格效应 

食品 7,490 元 4.4% 330 元 

住屋 12,660 元 0.7% 89 元 

电力、燃气及水 900 元 5.0% 45 元 

烟酒 120 元 2.1% 3 元 

衣履 1,830 元 4.8% 88 元 

耐用物品 2,000 元 4.9% 98 元 

杂项物品 1,710 元 4.9% 84 元 

交通 4,230 元 2.8% 118 元 

杂项服务 6,820 元 2.9% 198 元 

因实施商品及服务税而可能增加的生活费用(每月) +1,053 元

因实施商品及服务税而可能增加的生活费用(每年) +12,636 元

 

界定目标组别以设计纾缓措施 

153. 在设计以家庭为对象的纾缓措施时，我们建议划分不同的目标

组别，并按照他们的需要和消费模式设计纾缓措施。大体来说，我们可

把全港市民分为三个组别，以便设计为家庭而订出的商品及服务税纾缓

措施。 

组别 1  综援家庭 ― 将得到全面纾缓 

154. 第一个组别是领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综援)的家庭。他们是社

会上最需要援助的其中一羣，因此在商品及服务税实施后须予以援助。

政府建议向这些家庭提供的纾缓措施，将足以抵销因实施商品及服务税

对他们可能带来的影响。 

组别 2  没领取综援的低收入家庭 ― 将得到特定的纾缓措施 

155. 第二个组别是没有领取综援的低收入家庭。我们建议为他们提

供特定的纾缓措施，以纾缓商品及服务税对其生活的影响。例 1 的家庭

便是代表这个组别的例子。 

                                                 
43 属于附录C列述的最高 20%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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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3  所有其它家庭 — 亦可获得宽免 

156. 第三个组别涵盖所有其它家庭，包括现时承担大部分香港的税

务责任的纳税人44。上文例２和例３便是代表这个组别内中等入息和较高

入息家庭的例子。 

所有组别都会得到不同程度的纾缓 

157. 政府建议为各组别提供纾缓措施。根据海外经验，为求公平及

达到纾缓目的，措施应同时包括适用于所有组别的一般措施及为特定组

别而设的措施。 

建议为各目标组别提供宽免 

组别 1  综援家庭 ― 实时获提供纾缓津贴 

158. 我们建议，若开征商品及服务税时，应向这个组别即时发放一

笔纾缓津贴，款额按商品及服务税预计对社会保障援助物价指数(社援

指数)的影响而定，该款额水平应足以抵销开征商品及服务税在首年对综

援家庭的生活所造成的影响。其后，将透过现时根据实际物价变动幅

度，而每年调整综援金额的机制，继续确保综援家庭的购买力不会受到

商品及服务税影响。为实施这项建议，我们预计每年须动用约 8 亿元。 

为组别 2 和 3 的家庭而设的全面性纾缓措施 

159. 我们建议考虑一些全面措施，为这些组别提供纾缓。宽减水费

和排污费以及宽减差饷是两项可以减轻这些家庭组别负担的全面措施。

这两种措施以往都曾在香港实施，以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 

水费及排污费扣除额 500 元 

160. 宽减水费和排污费是其中一项可惠及大部分家庭的措施。但

是，由于有些家庭可能因用水量低而只须缴交很少水费或无须缴交水

费，所以我们不能单靠这项措施而令每一个家庭都得到有效的宽免。 

                                                 
44 「纳税人」包括缴纳薪俸税、个人入息课税、利得税及物业税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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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我们建议为每个家庭提供一个扣除额，每个家庭在实际缴付水

费时可从这扣除额中扣除其应付的水费及排污费。由于现时约有五成的

家庭每年只须缴付 500 元以下的水费及排污费，因此，我们建议每年为

每个家庭提供 500 元「水费及排污费扣除额」。 

差饷扣除额 3,000 元 

162. 住宅物业的「差饷扣除额」可令差不多所有家庭受惠，而以每

年定额的「差饷扣除额」方式提供宽免，将最能令中低收入家庭受惠。

不过，我们须研究如何确保私人物业的业主会把在差饷方面的节省款额

转给无须直接缴交差饷的租户(即每月租金已包含差饷的情况)。一个做

法是规定业主在申请「差饷扣除额」之前，必须先由租户「确认」有关

的扣除款项，从而确保有关期间的租金会按扣除款项相应调低。至于公

共房屋的租户，我们会与香港房屋委员会商讨，以确保有关建议宽免措

施按计划实行。 

163. 由于大多数家庭均须缴纳差饷(不是直接缴纳差饷的业主或租

户，便是向香港房屋委员会或其它业主缴付租金而间接缴纳差饷的租

户)，我们建议每年为每个家庭提供 3,000 元的「差饷扣除额」。由于住

户每年平均缴交的差饷约为 3,000 元，因此，建议的扣除额可为所有直

接或间接缴交差饷的家庭提供相当可观的宽免，当中以中低收入的家庭

受惠最大，因为其中不少家庭会因这项措施而完全无须缴纳差饷。 

164. 我们建议在实施这税项首五年提供上述两项全面性纾缓措施。

我们亦建议在这年期届满后检讨这些宽免措施的成效，以决定是否继续

实施或作出修改。 

为组别 2 而设的特定措施 ― 没领取综援的低收入家庭 

165. 组别 2 的家庭受商品及服务税引致生活费用增加的影响可能与

组别 1 的相若，但这些家庭却无法在社会保障补偿机制下获得援助。这

个组别包括一些最低收入和最需要协助的家庭。若决定引入商品及服务

税时，我们会致力减低该税项对组别 2 家庭的生活水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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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就这次咨询而言，我们假设组别 2 的家庭为收入属于最低的

20%但没有领取综援的家庭。根据这个定义，约有 40 万个家庭会受惠于

专为这个组别而提供的商品及服务税津贴(见下文第 167 至 168 段)。我

们欢迎市民就如何界定这个组别的入息水平提供意见。 

商品及服务税津贴 — 每年提供 2,000 元的直接现金援助 

167. 上述第 160 至 164 段建议拟全面实施的纾缓措施应可为组别 2

的家庭提供相当数额的支持，但在某些情况下，有关家庭未必能够用尽

所有扣除额。根据例 1，假如开征 5%商品及服务税，组别 2 的家庭的生

活费用每年可能增加约 3,144 元，但部分低收入家庭无须缴交水费及排

污费45，而很多居住在私人和公共楼宇的较低收入家庭每年亦缴交少于

3,000 元的差饷。因此，我们建议特别为这类家庭提供一项「商品及服务

税津贴」的直接现金援助，确保他们所获得的支持，足以抵销商品及服

务税带来的影响。我们现建议把每年的商品及服务税津贴订为每个家庭

2,000 元。 

168. 然而，要准确地识别这些家庭以提供这项津贴并不容易。社会

福利署及其它政府部门或机构都没有他们的入息纪录。因此我们建议采

取一个自我申报制度，即属于这个类别的家庭须自行向政府申请，而有

关方面会根据一套客观准则去评估有关申请，以确保真正有需要的人士

才会获发津贴。申请人如符合订下的准则，其家庭便会获发「商品及服

务税津贴」。为尽量减省行政工作，评估机制会力求简单。 

组别 2 的家庭经济情况不会因这税项转差 

169. 简言之，如把适用于组别 2 的各项建议措施加起来，每个家庭

可获得高达 5,500 元的支持，应可以确保这些家庭的经济情况不会因实

施商品及服务税转差。 

                                                 
45 根据二零零六年政府实际收到的水费及排污费，约有 15%使用这类服务的家庭无须缴交

任何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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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组别 3 而设的特定措施 ― 所有其它家庭 

170. 组别 3 涵盖所有不属于组别 1 或组别 2 的家庭，包括纳税人

士，以及那些因收入少而无须缴纳任何个人税项(例如薪俸税或个人入

息课税)的人士。这个组别是最大的一组，而且其包括的人士在不同程度

上承担缴税的大部分责任。我们建议藉以下方法，为这个组别提供纾

缓： 

(a) 上文第 160 至 164 段所述的全面措施；以及 

(b) 为纳税人士提供税务宽减。 

171. 减低个人税项(包括薪俸税、个人入息课税、物业税，以及并

非注册为法团的企业的利得税)的税率，是减轻纳税人士负担的最直接及

最有效方法。透过开征商品及服务税以扩阔税基，使政府能拥有较稳定

的收入来源，从而令我们进一步提供个人税项宽减。详情请参阅第八

章。 

表 9 建议为家庭提供的纾缓措施撮要 

组别 1  综援家庭 

按商品及服务税预计会对社援指数的影响，提供一次过的实时纾缓津

贴。 

其后，透过现时按实际物价变动幅度按年调整综援的机制，以令综援

家庭获得足够的支持以抵销商品及服务税对其购买力的影响。 

组别 2  没领取综援的低收入家庭 

持续每年向每个自行申请及符合资格的家庭提供 2,000 元的「商品及服

务税现金津贴」，另加 

全面措施： 

i) 在开征商品及服务税首五年，每年向每个家庭提供 500 元的水费及

排污费扣除额，五年后再作检讨，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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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开征商品及服务税首五年，每年向每个家庭提供 3,000 元的差饷

扣除额，五年后再作检讨。租户的租金会因差饷减少而下降。 

组别 3  所有其它家庭 

减税，另加 

与组别 2 相同的全面措施 

 

172. 表 10 列出开征商品及服务税的税制改革方案可能对不同类别的

家庭带来的影响。 

表 10 商品及服务税的税制改革方案可能带来的影响 

家 庭 类 别  影响  

综援家庭 实时提供的纾缓津贴及其后定期按

通胀作出的调整，可完全抵销商品

及服务税对这类家庭的生活费用的

影响。 

没领取综援的低收入家庭 全面的宽免措施，即每年提供的

「水费及排污费扣除额」及「差饷

扣除额」(后者会令租金下降)，以

及每年直接提供的现金津贴，应可

大致上完全抵销商品及服务税对这

类家庭的生活费用的影响。 

无须课税的低中等入息家庭 全面的宽免措施，即每年提供的

「水费及排污费扣除额」，以及

「差饷扣除额」，有助纾缓商品及

服务税对有关家庭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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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庭 类 别  影响  

自置居所的高中等入息的纳税

人士46

税制改革方案会减轻这类纳税人士

的税务负担，而每年提供的「水费

及排污费扣除额」和「差饷扣除

额」，也可减少他们在这两方面的

开支。 

只有来自物业收入的退休人

士47

每年提供的「水费及排污费扣除

额」和「差饷扣除额」，以及物业

税的调低，都可减轻商品及服务税

对这些人士的影响。 

 

为甚么建议纾缓措施？目的是与市民分享税制改革带来的利益和减轻商

品及服务税的影响 

173.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藉宽减措施与市民分享税制改革可带来的利

益，以及减轻商品及服务税对市民的影响。我们完全明白，价格上升会

减低家庭的购买力。不过，我们相信，实施本文的建议措施可大大减轻

商品及服务税所造成的短期负面影响。我们欢迎各界就这些建议措施提

出意见。 

                                                 
46 除薪俸税纳税人外，纳税人亦包括选择个人入息课税评税的物业税和利得税纳税人。选

择个人入息课税评税的人士会按薪俸税的相同税率评税，因此会因该等税率下调而受

惠。 
47 每月领取退休金的退休人士，如其收入超逾免税额的水平，则须缴纳薪俸税。他们亦会

因调低薪俸税而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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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题  

� 如开征商品及服务税，你是否支持为家庭提供税务宽免及纾缓措

施？ 

� 你对本章建议的措施有何意见？ 

� 你认为该如何界定组别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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