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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提出稅制改革，擴闊稅基的公眾諮詢，原因是我們從以往管理公共

財政的經驗，從全球經濟模式近年的發展及從對本港社會趨勢的推算，發

現今天的稅制未能應付將來公共財政的需要。香港現時的稅收集中在幾項

直接稅，而繳稅的人少；此外又很依賴和土地有關的稅項和其他收入，因

此有進行改革的必要。但我認為擴闊稅基和簡單低稅制兩者之間，並無必

然衝突。 

 

首先，在諮詢開始的第一天，我已清楚表明，擴闊稅基的主要目的，在

於提供一個較穩定的財政出入來源，而不是為了增加政府收入。我們在設

計建議中的商品及服務稅時，亦一直以保持香港的簡單低稅制為念。因此，

我們建議採用單一稅率，並假設在百分之五這個較低水平。所有在規定範

圍之內的商品及服務，都會以劃一稅率處理。 

 

此外，我們亦建議只有那些每年營業額達到５００萬元或以上的企業，

才須登記和徵收商品及服務稅。這個起徵點以國際標準來說，屬於高的水

平。香港目前約有２３萬家經營中的企業，其中只有６萬５０００家（即

不到三成）達到建議中的起徵點，須登記和徵收商品及服務稅。至於其餘

營業額較低的企業，除非它們認為登記後對它們較為有利而自願參加，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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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它們無須登記。 

 

建議中另一個保持稅制簡單的安排，就是盡量避免採用豁免來紓緩建議

的商品及服務稅對某階層市民或行業的影響。因為豁免越多，制度便徧離

簡單稅制越遠，更會增加商戶成本和政府行政費用。外國由於豁免食品，

而帶來種種定義上的爭拗和複雜安排的經驗，都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有鑑於此，我們建議一系列的扣減和寬免，如每年扣減３５００元差

餉、水費及排污費，以至提供２０００元現金津貼等，紓緩這稅項對低收

入階層帶來的影響。我們認為這些寬免、扣減和現金津貼措施，相比豁免，

將更直接和更有效；政府有限的資源，亦將更用得其所。試想假如我們一

刀切的豁免所有食品的商品及服務稅，後果將是除了富人和窮人購買食品

時，都同可獲豁免外，富人更因為購買的食品價格通常較高，可從豁免中

受益比窮人更多。 

 

根據我們的推算，若按建議的單一低稅率，高起徵點及盡量少豁免的安

排，政府每年可從這稅項收得３００億元稅款。其中政府的行政成本只是

５億元。在登記商戶的遵從成本方面，若我們參考新加坡的經驗（新加坡

的商品及服務稅制度和我們建議中的很相似），每家登記企業的遵從成本，

為每年１０００新加坡元（約港幣５０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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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近日聽到一個對商品及服務稅的憂慮，就是現時建議百分之五的稅率

雖然是低，但却有人擔心稅率可能在引入後大幅增加。這些憂慮可能源自

有人看見很多地方現在徵收的商品及服務稅稅率，都比諮詢文件中的百分

之五為高。但是，我想他們可能忽略了這些地方的政府開支，亦往往佔當

地生產總值一個較高的比例，如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成員國的平均比例，

就高達百分之四十。 

 

香港一向遵行「大市場，小政府」的原則，把公共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

比例的目標，訂在百分之二十或以下。而基本法第一Ｏ七條亦規定特區的

財政預算以量入為出為原則，力求收支平衡，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率

相適應。在這些大前提下，我歡迎各界繼續理性深入討論擴闊稅基的各種

建議，包括如果我們進一步考慮商品及服務稅作為擴闊稅基的方案時，我

們需要一個怎麽樣的批核機制，以確保有關稅率會保持在一個市民接受的

水平。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