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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基问题，岂可讳疾忌医 
 

政府有关扩阔税基的咨询，推出至今已六个星期。从

各方反应可以知道，市民在香港经济大病初愈之时，多希

望固本培元，而不期望大动手术。对此，我是十分理解的。

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我们实在有责任为香港经济的

长远健康把脉、开方。 
 

这次咨询，正如文件标题所载是研究怎样为香港"扩

阔税基，促进繁荣"，是一次政府与市民一起就香港经济

的长远健康把脉、开方的探讨，务求找到一个使香港能够

稳步发展的最持久、最合适方案。 
 

香港公共财政的问题、尤其是税基狭窄的隐患，是众

所周知的。多年来，不少本港以至海外的专家、学者曾为

此断症。97-03 年发生的金融风暴对我们经济的冲击正正

暴露出上述问题的征结。我们切不可以好了伤疤忘了痛，

更不可以讳疾忌医。多年来社会上就如何扩阔税基，建立

较穏健的公共理财体系，已有不少的关注和讨论。对次这

些建议和警告，是不能置若罔闻的。 
 

老实说，我们没有办法保证经济逆境不会重临。一旦

再面临这样的情况，我们现行税制的缺点──过份倚赖与

物业有关的收入，过份倚赖缴付薪俸税和利得税的小部分

人士──将再一次使香港重陷困境。到时，政府收入大幅

减少，我们要削减开支，甚至要动用储备以应付政府的日

常运作和提供的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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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不能不居安思危，社会各界以至政党亦不应单为

担心开征商品及服务税而讳疾忌医。 
 

如何就税基及公共理财的问题对症下药，是政府咨询

社会各界的最重要目的。围绕着这个议题，一切不同的意

见，都是可以讨论的。 
 

最近有政党鼓吹提早结束咨询，我想在此表明，我们

无意缩短或放弃为期九个月的咨询。政府若这样做，是不

负责任的；社会各界领袖、包括一些议员对问题假若闭目

塞听，不肯进行理性的讨论，也不是负责任的做法。 
 

至于田北俊议员撰文说，我们大可以继续动用「庞大」

的储备和外汇基金（至本年六月三十日止为＄11,050亿港

元），不必担心金融风暴再次吹袭，我对这种轻率的言论

不敢苟同。须知外汇基金要用来支撑我们的货币体系的，

起着维持港元兑美元汇率稳定的重要作用，轻言以此解决

税基问题实在有欠深思。况且，动用外汇基金，以储备填

补赤字，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我们在税制改革咨询中清楚罗列了未来会面对的挑

战，和我们极需扩阔税基去面对这些挑战的理据。在开方

用药之前：我希望社会对税基及公共理财的一些重要原则

先作深入讨论，一起把把脉，详细断症确诊，然后确定治

疗方案。我们最终会就最佳方案对不同界别的影响进行详

细的探讨。 
 

现时是撇开一切口号和空谈，实质讨论政府建议的时

候了。不过，恳请大家要为香港长远利益着想，以事实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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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为本，冷静、理性地讨论。 
 

 

 

财政司司长 唐英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