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而： 

 你雖然身在愛爾蘭，但我相信現在資訊這樣發達，

你對香港近兩星期就稅制改革，特別是商品及服務稅進行

的熱烈討論，一定早有所聞。你應該非常清楚我一向對香

港稅制的看法。事實上，我在二零零零年投稿報章的一篇

關於香港稅制改革的文章，亦是在你的鼓勵下寫成的。 

 

 六年前，我仍身處工商界，但我當年對稅制改革的

觀點和今天加入了政府任職財政司司長後的想法，其實是

前後一貫的。我當時提出的幾點想法，對今天的討論仍然

是息息相關，其中包括：香港是否有結構性財赤、新稅項

對整體經濟的影響、政府打擊逃稅的工作，及應進行公開

諮詢。我們當年曾就以上幾點有過深入的討論，今天，正

好透過這信和你再次重溫我對這些問題的一些看法。 

 

 首先，我認為香港近年經歷的財政赤字反映目前的

稅制存在一些基本問題。我一向認為香港的稅基狹窄已到

了必須正視的程度，而開徵消費稅則是一個擴闊稅基的好

辦法。政府的財政穩定，可以為我們下一代的發展打好基

礎。此外，我亦認為政府應進行全面的稅制檢討，而不是



 

 

 

只研究引入單一新稅項。 

 

 特區政府在二零零零年分別成立了一個專責小組和

一個諮詢委員會，專責研究香港的公共財政和可以擴闊稅

基的新稅項。這兩個小組和委員會，在二零零二年向當時

的財政司司長提交了報告。他們的結論和建議是：（一）香

港正面對持續性的財政問題，而其中有部分是屬於結構性

的。即使經濟回復正常增長，財政赤字仍會出現，甚至惡

化。因此，政府不能繼續採用現行的處理財政方式。（二）

商品及服務稅是唯一可以擴闊稅基而又不損害香港對外競

爭力的新稅項。若由於出現結構性財政赤字，而令政府需

要增加收入，則應開徵商品及服務稅。 

 

 回顧過去的一個經濟周期，香港在 98-05 年間連續

出現赤字，要靠動用財政儲備支付政府開支。我們在這七

年間共動用了約 1,900 億元財政儲備。儘管我們的帳目在

去年已轉虧為盈，但預計由 05-11 的六年間，我們的累積

盈餘只有大約 1,000 億元。我並不認為我們必須把財政儲

備回復到 1998 年的水平。但面對目前有些說法認為經濟好

時有盈餘，經濟轉差時出現赤字實在不足為奇，我必須指



 

 

 

出若我們在每個經濟周期中，需要動用近 900 億元儲備，

那麽，我們現有約 3,100 億元的儲備，並不能支持很多個

經濟周期。居安思危，我們必須早日開始思考如何擴闊稅

基，保持較穩定的政府財政收支結構。 

 

 其次，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影響下，二十一世     

紀是一個吸引人才及資金的競賽。我們無論在吸引國際投

資或海外人才來港工作時，都面對世界其他地方的激烈競

爭。因此，我們在考慮引進任何新稅種時，都必須小心考

慮對本港經濟可能帶來的影響。而我們在稅制改革的諮詢

文件中，亦詳細列出了若開徵商品及服務稅，對本港整體

經濟及各行各業可能帶來的影響。我知道這是社會各界其

中一個最關心的課題，但其他開徵相類似稅項的經濟體系

的經驗告訴我們，這稅項對經濟的影響應是短暫的，並不

會帶來長遠的不利影響。這些結論已參考了其他經濟體系

的實際經驗。我知道社會上對這點存在不同看法，我希望

他們亦能抽時間翻閱諮詢文件，之後我們很樂意和他們深

入討論。 

 

  第三，我認為政府在考慮開徵新稅項前，必先確



 

 

 

保已做好現有稅項的徵收工作。稅務局在二零零零年已成

立了實地審核及調查科，專職打擊逃稅和非法避稅行為。

以去年為例，稅務局完成近 1900 宗實地審核及調查個案，

成功追回 21 億元稅款及罰款。此外，立法會亦在二零零四

年通過了稅務修訂條例，有效堵塞避稅漏洞。 

 

 最後，我認為政府必須公開就新稅項進行的研究和

檢討結果，好讓公眾能在高透明度的環境下，在充足資料

的基礎上，進行理性討論。這點實際上是我對政府工作的

基本信念，因為我對香港市民的理性和智慧充滿信心。我

相信無論議題有多複雜，多具爭議性，只要我們能客觀地

鋪陳事實、研究結果和基本分析，市民將能通過理性討論，

找出符合香港長遠利益的最佳安排。其間，討論可能熾熱，

批評也許比較尖銳，但真理總是越辯越明。 

 

 祝你和慧貞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英年 

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