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而： 

 你虽然身在爱尔兰，但我相信现在信息这样发达，

你对香港近两星期就税制改革，特别是商品及服务税进行

的热烈讨论，一定早有所闻。你应该非常清楚我一向对香

港税制的看法。事实上，我在二零零零年投稿报章的一篇

关于香港税制改革的文章，亦是在你的鼓励下写成的。 

 

 六年前，我仍身处工商界，但我当年对税制改革的

观点和今天加入了政府任职财政司司长后的想法，其实是

前后一贯的。我当时提出的几点想法，对今天的讨论仍然

是息息相关，其中包括：香港是否有结构性财赤、新税项

对整体经济的影响、政府打击逃税的工作，及应进行公开

咨询。我们当年曾就以上几点有过深入的讨论，今天，正

好透过这信和你再次重温我对这些问题的一些看法。 

 

 首先，我认为香港近年经历的财政赤字反映目前的

税制存在一些基本问题。我一向认为香港的税基狭窄已到

了必须正视的程度，而开征消费税则是一个扩阔税基的好

办法。政府的财政稳定，可以为我们下一代的发展打好基

础。此外，我亦认为政府应进行全面的税制检讨，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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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研究引入单一新税项。 

 

 特区政府在二零零零年分别成立了一个专责小组和

一个咨询委员会，专责研究香港的公共财政和可以扩阔税

基的新税项。这两个小组和委员会，在二零零二年向当时

的财政司司长提交了报告。他们的结论和建议是：（一）香

港正面对持续性的财政问题，而其中有部分是属于结构性

的。即使经济回复正常增长，财政赤字仍会出现，甚至恶

化。因此，政府不能继续采用现行的处理财政方式。（二）

商品及服务税是唯一可以扩阔税基而又不损害香港对外竞

争力的新税项。若由于出现结构性财政赤字，而令政府需

要增加收入，则应开征商品及服务税。 

 

 回顾过去的一个经济周期，香港在 98-05 年间连续

出现赤字，要靠动用财政储备支付政府开支。我们在这七

年间共动用了约 1,900 亿元财政储备。尽管我们的帐目在

去年已转亏为盈，但预计由 05-11 的六年间，我们的累积

盈余只有大约 1,000 亿元。我并不认为我们必须把财政储

备回复到 1998 年的水平。但面对目前有些说法认为经济

好时有盈余，经济转差时出现赤字实在不足为奇，我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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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若我们在每个经济周期中，需要动用近 900 亿元储

备，那么，我们现有约 3,100 亿元的储备，并不能支持很

多个经济周期。居安思危，我们必须早日开始思考如何扩

阔税基，保持较稳定的政府财政收支结构。 

 

 其次，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下，二十一世     

纪是一个吸引人才及资金的竞赛。我们无论在吸引国际投

资或海外人才来港工作时，都面对世界其它地方的激烈竞

争。因此，我们在考虑引进任何新税种时，都必须小心考

虑对本港经济可能带来的影响。而我们在税制改革的咨询

文件中，亦详细列出了若开征商品及服务税，对本港整体

经济及各行各业可能带来的影响。我知道这是社会各界其

中一个最关心的课题，但其它开征相类似税项的经济体系

的经验告诉我们，这税项对经济的影响应是短暂的，并不

会带来长远的不利影响。这些结论已参考了其它经济体系

的实际经验。我知道社会上对这点存在不同看法，我希望

他们亦能抽时间翻阅咨询文件，之后我们很乐意和他们深

入讨论。 

 

  第三，我认为政府在考虑开征新税项前，必先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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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已做好现有税项的征收工作。税务局在二零零零年已成

立了实地审核及调查科，专职打击逃税和非法避税行为。

以去年为例，税务局完成近 1900 宗实地审核及调查个案，

成功追回 21 亿元税款及罚款。此外，立法会亦在二零零

四年通过了税务修订条例，有效堵塞避税漏洞。 

 

 最后，我认为政府必须公开就新税项进行的研究和

检讨结果，好让公众能在高透明度的环境下，在充足资料

的基础上，进行理性讨论。这点实际上是我对政府工作的

基本信念，因为我对香港市民的理性和智能充满信心。我

相信无论议题有多复杂，多具争议性，只要我们能客观地

铺陈事实、研究结果和基本分析，市民将能通过理性讨论，

找出符合香港长远利益的最佳安排。其间，讨论可能炽热，

批评也许比较尖锐，但真理总是越辩越明。 

 

 祝你和慧贞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英年 

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