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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以下資料僅屬政府財政預算案的摘要。閣下在作出業務決策前，
應諮詢有關的專業人士。本摘要內所有金額均以港幣為單位

香港特別行政區
二零一八至一九年度
政府財政預算案摘要
本摘要所載資料僅供一般參考用，並非針對任何個人或團體的個
別情況而提供。雖然本所已致力提供準確和及時的資料，但本所不
能保證這些資料在閣下收取本摘要時或日後仍然準確。任何人士
不應在沒有詳細考慮相關的情況及獲取適當的專業意見下依據本
摘要所載資料行事。

有關立法的建議不一定會通過成為法例，而且在正式成為法例前
也可能會經立法會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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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既往，今年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於財政預算案中公佈巨額盈餘，建議推出數項公共開支項目，然後把盈餘撥入財政儲備。在再次錄
得充裕財政盈餘下，使財政司司長有更大空間「派糖」。

本年度預算案的三大目標為：

•  多元經濟：推動多元產業發展，為香港未來發展打好基礎。

•  投資未來：應對人口老化帶來的各種挑戰；改善香港生活環境，令香港成為一個宜居宜業的智慧城市。

•  關愛共享：提供更多的關懷、愛護和機會予兒童和青少年；紓緩中產家庭的生活負擔；扶持基層和弱勢社羣。

財政司司長估計政府二零一七至一八年度修定盈餘為1,380億元，遠高於政府在去年財政預算案原先估計的163億元，主要因賣地和
印花稅收入遠較預期為多。

財政儲備在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預計為10,920億元，相當於接近兩個年度的政府開支。正好「未雨綢繆」！

審慎保守的理財模式一直為香港帶來了引以為傲的充裕財政儲備。隨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和財政司司長上任，大家都期待此預算案
會運用新思維推出嶄新措施。然而，抱著一般人「多做多錯，少做少錯」的觀念，本財政預算案並無太大驚喜。

政府雖增加在醫療、教育、長者和殘疾人士照顧、體育、文化和社區等方面開支，並為基層和弱勢社羣提供支援，但卻未有聚焦投放更
多資源發展社會項目。對此，相信不少人會感到失望。

就此財政預算案而言，創科產業為最大得益者。政府銳意推動創科產業發展成為支柱行業，其中特別集中於四大創科範疇，包括生物
科技、人工智能、智慧城市和金融科技，以作重點出擊。

對於一般企業，本屆的財政預算案驚喜不多，財政司司長並無公布任何重大的稅務優惠措施或減免項目。

財政司司長在其財政預算案演辭中提及到一些加强推動香港支柱產業發展的措施。然而，這些新措施都是意料之內。 

畢馬威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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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司長為金融服務業提出了一些補充和優化措施。主要包括促進香港債券市場以及保險和資產管理行業的發展。雖然實施細節
有待公佈，但我們相信業界普遍歡迎相關措施。

此外，財政司司長承諾為旅遊業、運輸和物流業，建造業、工商及專業服務業和創意產業等支柱產業提供財政支援和投資。

財政預算案中亦提及為企業提供資金和支援中小企業的措施。當中，財政司司長承諾為中小企業提供財政支援，以協助它們把握 
「一帶一路」和大灣區的機遇。

有見及勞動市場緊張，財政司司長建議增加輸入勞工。這項措施無疑受到商界歡迎，但鑒於香港的住屋和生活指數甚高，這項措施是
否有效仍屬未知之數。

就個人而言，財政預算案提出了調整稅階和退稅措施，除此以外並沒有其他新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此財政預算案鼓勵可持續發展並提供相應的優惠措施。建議措施包括推出綠色債券發行計劃以為政府的綠色工務項
目提供資金、為具有能源效益的裝置物提供更優惠的稅務扣除安排、為鼓勵市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而推行相應稅務措施，並為電動車
提供稅務寬減安排。車主如購買新電動私家車並銷毀其現有的非電動車輛，將可享更高的首次登記稅寬免。從環保角度，我們相信這
項措施將較以往僅提供首次登記稅豁免更為有效。整體而言，這些新的環保措施會否帶來真正的環境效益在現階段仍難以判斷。

最後，財政司司長指過去一直遵從公共開支不超越本地生產總值20%的財政預算準則。有別於既往的準則，在未來一年的財政預算
中，公共開支與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將略高於本地生產總值的21%。這或許反映了財政司司長所謂的「理財新哲學」；集中採取新的理
財方針，善用盈餘為香港投資、為市民紓困。同時，政府亦需要開源以配合這些新增的需求。

整體來說，本屆財政預算案甚為審慎，縱然無甚驚喜，但政府顯示其推動創科產業發展的決心。故此，我們認為此財政預算案尚可接
受。部分希望政府能在社會和社區措施方面增加開支的人士可能會感到失望。這份財政預算案沒有明確處理香港市民面對的一些核
心問題，例如樓價高企和污染 (除上述環保措施外) 等。財政司司長曾提到，單靠財政資源並不能解決香港的房屋問題，土地供應專責
小組也正詳細深入探討這個問題。目前而言，應對的方法就只有依靠增加土地供應及等待未來利率令樓價回落。

以政府對未來的財政預測來看，保守審慎的理財政策在未來幾年應不會出現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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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馬威中國早前向超過300名本港商界高級管理人員進行問卷調查，了解他們對在本港營商事項的看法及對二零一八至一九年度
香港財政預算案的期望。以下是主要調查結果：

提出可促進香港研發活動的稅務措施
• 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對促進香港研發活動的三項建議

支持度相約，這三項建議分別是擴大有關知識產權資本
開支的利得稅扣減範圍；就研發活動引致的稅務虧損，
准予企業即年獲取現金回贈兌現（即毋須滾存至往後年
度）；以及就研發開支稅務扣減方面，擴大「認可研究機
構」的涵蓋範圍。

二零一八至一九年度香港財政預算
案的首要任務

協助中產階級的稅務措施

提升香港稅制的競爭力

• 約有半數受訪者認為鞏固香港作為國際商業
中心的地位至為重要。

• 其他受訪者認為應把握「一帶一路」和「大灣
區」的發展機遇，以及重點支援青年發展。

• 大部分受訪者均表示目前的薪俸稅稅階及/
或稅率應予以調整。

• 其他受訪者建議為醫療保險開支提供稅務扣
減，以及引入在職母親免稅額。

• 受訪者認為向在香港設立的地區總部提供稅
務優惠最能提升香港稅制競爭力。

• 其他可考慮方案包括引入集團虧損寬免，及
擴大基金稅務寬免範圍。

畢馬威調查結果與預算案建議的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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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二零一八至一九年度財政預算案如何回應畢馬威問卷調查所提出的部分關注，我們總結如下：

加強競爭力和把握商機
•  擴大對債務證券的利得稅稅務豁免範圍，吸引企業來港發債
•  預留5億元推動金融服務業發展
•  拓展經濟貿易辦事處（經貿辦）的網絡，包括在泰國增設經貿辦，以拓展在東盟的商貿關係和配合國家

「一帶一路」倡議
•  擴展商貿、投資和稅收協定網絡以開拓新市場

減輕個人稅務負擔
•  寬減二零一七／一八年度75%的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上限為3萬元
•  把薪俸稅的稅階由現時45,000元擴闊至50,000元
•  稅階由四個增至五個，邊際稅率分別調整為2%、6%、10%、14% 及 17%
•  增加子女﹑供養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基本及額外免稅額
•  增加長者住宿照顧開支的扣除上限
•  購買自願醫療保險產品的保費將可獲稅務扣減，每名受保人的上限為8,000元
•  研究為延期年金產品和強積金自願供款提供扣稅優惠

促進香港研發活動
•  預留200億元用於發展落馬洲河套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
•  向創新及科技基金注資100億元支援創科工作
•  撥款200億元支持建設醫療科技創新平台和人工智能及機械人科技創新平台，以及改善科學園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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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2017年10月11日發表的任内首份施政報告中强調稅務政策對提升香港競爭力的重要性。因此，為保持香港作為
亞洲國際商業中心的地位，我們預期政府日後將會推出更多政策倡議和計劃，包括以下措施。

伊斯蘭債券  
（2013）

侵蝕稅基及轉移利潤 
（BEPS）–

修改現有
稅務條款*

研發活動
超額稅務扣減優惠**

集團虧損寬免**

利得稅兩級制*

地區總部稅務優惠**

* 有待立法
** 建議

飛機租賃活動
稅務優惠（2017）

離岸基金利得稅 
豁免（2015）

維持具競爭力的稅務制度

企業財資中心
稅務優惠（2016）

自動交換
財務資料（2016）

監管資本證券的
稅務處理（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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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可考慮引入地區總部稅務優惠。畢馬威中國相信地區總部稅務優惠將顯著提升香港在亞太區作為地區總部的競爭力。地區總部
有助吸引外資和提升聲譽，促進本地產品和服務的需求及本地就業。此外，地區總部稅務優惠措施可與近期推出的企業財資中心優惠
發揮一脈相承的效果。地區總部稅務優惠將加強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地區商業樞紐的地位。

畢馬威中國建議在香港設立地區總部的稅務優惠計劃可具備下列核心元素：
- 允許地區總部的合資格利潤享有50%的利得稅減免（8.25%），以配合企業財資中心等其他稅項寬減優惠
- 要求地區總部積極管理和協調於地區内營運的集團公司，並按公平原則收取費用作為回報
- 要求地區總部在香港進行一定程度的投資
- 要求地區總部在香港僱用符合適當資格的專業人員，以履行地區總部的核心職能

有關詳情可登入畢馬威中國網站參閲刊物《在香港設立地區總部稅務優惠計劃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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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減二零一七至
一 八 年 度 7 5 % 
利得稅，上限為 
30,000 元

  利得稅
任何人士在香港經營業務而賺取或獲得源自香港的利潤（資本性利潤除外），則須繳納利得稅。

財政司司長並無修訂二零一八至一九年度的利得稅稅率和免稅額。一如以往，政府建議一次性寬減二
零一七至一八年度75%的應繳利得稅，上限增加至30,000元，有關扣減會在納稅人二零一七至一八年
度最終應繳稅款中反映。

二零一八至一九年度的公司利得稅稅率將維持在16.5%，而非法團業務利得稅稅率則將維持在15%。
倘若兩級利得稅稅制獲實施，在建議的稅制下，首200萬元應評稅利潤的稅率將較現行適用稅率減低 
50％。

使用知識產權所賺取的版權費用，視作應評稅利潤的比率維持在30%或100%，視乎情況而定。因此，
在二零一八至一九年度，有關費用的實際稅率將維持在4.95% 或16.5%。

折舊免稅額
工業裝置及機械的折舊免稅額維持不變：
•  初期免稅額  ： 在產生開支年度扣減，以合資格開支的60% 計算
•  每年免稅額 ： 資產遞減價值的10% 、20% 或30% (視乎資產的類別而定)

工業建築物的免稅額亦維持不變：
•  初期免稅額   ： 合資格開支的20%
•  每年免稅額  ： 合資格開支的4%

商業建築物合資格開支的折舊免稅額維持在每年4%。

部分資本開支可全數免稅，如電腦硬體及軟件開支，以及其他特定開支。

政府保留為環保機械及設備的資本開支在購買首年以及環保車輛的資本開支在購置年度提供100% 
的利得稅扣除。

政府建議將建築物能源效益裝置的扣除期限縮短至一年。

財政預算案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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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8年度 稅率 港元        2018-19年度 稅率 港元
最初的$45,000 2% 900 最初的$50,000 2% 1,000
其次的$45,000 7% 3,150 其次的$50,000 6% 3,000
再其次的$45,000 12% 5,400 再其次的$50,000 10% 5,000
餘額 17% 再其次的$50,000 14% 7,000

餘額 17%

捐款扣稅
二零一八至一九年度可扣稅的慈善捐款上限維持在應評稅利潤的35%。

主要政策措施
財政司司長提出了以下建議：
•  將稅務優惠擴展至合資格債務工具，包括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的債務證券及所有年期的債務票據
•  將稅務優惠擴展至合資格企業財資中心向其在岸相聯法團提供的指明財資業務
•  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及相關的稅務豁免安排預計可於今年稍後實施
•  研究為私募基金引入有限合伙制的可行性
•  進一步擴展全面性避免雙重徵稅協定網絡
• 為研發開支提供額外的稅務扣減，合資格的首200萬元研發開支可獲300%稅務扣減，餘額亦可獲 

200%扣減
提出多項建議，包
括為研發開支提
供額外的稅務扣
減和增加各項稅
務優惠

  薪俸稅
因任何職位、受僱工作或退休金而於香港產生或得自香港的入息，須繳納薪俸稅。為減輕個人的稅務
負擔，財政司司長提出多項措施。這些措施包括一次性寛減，增加數項個人免稅額，以及擴闊和調整累
進稅的薪俸稅稅階。財政司司長亦提供了在去年財政預算案中提及的醫保供款的扣除詳情。
財政司司長建議一次性寬減二零一七至一八年度75%的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上限為30,000元。
有關扣減會在二零一七至一八年度的最終應繳稅款中反映。
二零一七至一八年度及二零一八至一九年度所徵稅款為下列兩項之較低者：
(a) 應評稅入息實額扣除慈善捐款及可扣減項目後按標準稅率計算；或
(b) 應評稅入息實額扣除慈善捐款、可扣減項目及個人免稅額後按累進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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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至一八年度及二零一八至一九年度的薪俸稅標準稅率維持在 15%。

財政司司長建議增加子女﹑供養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免稅額。他亦建議為合資格的納稅人設立傷
殘人士免稅額。

二零一七至一八年度及二零一八至一九年度的個人免稅額為：

個人免稅額 基本 132,000 132,000 
已婚人士 264,000 264,000 
單親人士 132,000 132,000 
傷殘人士 - 75,000

子女免稅額 第一名至第九名 (每名)
- 出生年度 200,000 240,000
- 其他年度 100,000 120,000

供養父母免稅額
60歲或以上 46,000 50,000 
55至59歲   23,000 25,000

供養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免稅額
60歲或以上 46,000 50,000 
55 至 59 歲   23,000 25,000

供養父母及祖父母或外祖父母額外免稅額
60歲或以上 46,000 50,000 
55至59歲   23,000 25,000

傷殘受養人（配偶/子女/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兄弟/姊妹）免稅額   75,000 75,000
供養兄弟/姊妹免稅額   37,500 37,500

為合資格的納稅
人 設 立 傷 殘 人
士 免 稅 額，並 增
加子女﹑供養父
母 / 祖 父 母 或 外
祖父母免稅額

根據上述薪俸稅稅率，一個四人家庭在二零一八至一九年度收入超過5,184,000元才需要按標準稅率
繳納稅款。 

2017-18年度 2018-19年度
港元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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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計算個人應納薪俸稅方面，可扣減項目如下：

自住住宅按揭利息支出可從應課薪俸稅入
息中扣除。自住物業業主可就一個物業申
請扣減每年最多100,000元的按揭利息 

支出。居所貸款利息支出扣除年期為20個課
稅年度。

僱員對認可的退休計劃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強積金計劃」）所作出的供款可用作扣

稅，最高扣除額為每年根據強積金計劃應
付的強制性供款。二零一八至一九課稅年度
可扣除的供款上限為18,000元。

認可慈善捐款的最高扣除額為應評稅
入息的35% 。

修讀課程（特別是認可院校培訓課程）所繳
交的費用可列為可扣稅的開支。二零一八至

一九年度可扣除的開支上限為100,000元。

在照顧長者方面，納稅人可以選擇享
有供養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免稅
額，又或是將供養接受院舍照顧的父
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有關費用列
為可扣稅的開支。財政司司長建議將可扣除
的開支上限增加至100,000元 。

對於在去年財政預算案中提及的合資格自願
醫保產品的稅務扣減，財政司司長建議將每

名 受 保 人 可 作 稅 務 扣 減 的 保 費 上 限 定 為 
8,000元。自願醫保計劃的詳情將於短期內 

公布。

稅項寬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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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 免 二 零 一 八
至 一 九 年 度 四
季的差餉，以每
戶每季2,500元
為上限

    物業稅
二零一八至一九年度的物業稅標準稅率將維持在15% 。

除物業稅外，土地或建築物擁有人亦需繳納差餉及地租。物業稅是向擁有位於香港的土地或建築物的
人士所徵收的稅項。稅款按該土地或建築物的「應評稅淨值」以標準稅率計算。一般來說，「應評稅淨
值」是指該土地或建築物擁有人應收的租金（減去該擁有人已繳付的差餉），再扣除20%作為修葺及支
出方面免稅額後的金額。

某些特定情形下物業稅可被豁免，其中一項是在香港經營業務的公司。

      差餉
全港物業的差餉徵收率將維持在應課差餉租值的5%，但二零一八至一九年度四季的差餉將獲得寬
免，以每戶每季2,500元為上限。

      印花稅
物業買賣
財政預算案沒有建議對物業買賣印花稅稅率及稅階作出調整。下表載列二零一八至一九年度的印花
稅稅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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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住宅物業的劃一印花稅稅率為15%，惟香港永久性居民購入唯一一個住宅物業除外（適用的稅率
較低，一般為上述金額的50%）。

物業成交價
港元 港元
超過 不超過 稅率

2,000,000 1.5%
2,000,000 2,176,470 $30,000 + 超過$2,000,000部分的20%
2,176,470 3,000,000 3.0%
3,000,000 3,290,330 $90,000 + 超過$3,000,000部分的20%
3,290,330 4,000,000 4.5%
4,000,000 4,428,580 $180,000 + 超過$4,000,000部分的20%
4,428,580 6,000,000 6.0%
6,000,000 6,720,000 $360,000 + 超過$6,000,000部分的20%
6,720,000 20,000,000 7.5%
20,000,000 21,739,130 $1,500,000 + 超過$20,000,000部分的20%
21,739,130 8.5%

印花稅稅率及稅階
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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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額外印花稅屬於現行從價印花稅以外的額外稅項，於購買住宅物業後36個月內轉售時徵收。 
額外印花稅會視乎住宅物業買入及出售的時間，按下表所列的百分比根據物業在出售當日的售價或
市值（以較高者計算）徵收：

買賣雙方須共同及個別承擔繳付額外印花稅的責任。

非香港永久性居民購入住宅物業須額外繳納15%的買家印花稅。

香港股票買賣
香港股票轉讓按股票的實際價格或股票於轉讓日的價值兩者的較高額計算從價印花稅，總稅率維持
在0.2% 。

香港繼續全面寬免交易所買賣基金（ETF）的交易印花稅。

   其他重點
紓緩措施
與去年相若，財政司司長宣布了多項一次性紓緩措施。這些措施包括：
• 向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標準金額、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和傷殘津貼的人士發放兩個月的額外津

貼。就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及鼓勵就業交通津貼，亦作出相若的安排。

建 議 推 出 措 施，
維持香港作為亞
洲最具競爭力的
金融中心的重要
地位

物業持有期
6 個月或以下  20%
超過6個月但不超過12個月  15%
超過12個月但不超過36個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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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推 出 各 項 措
施，以促進創科投
資，並推動創科成
果商品化

支援金融服務業
財政司司長建議推出各項措施，以保持香港作為亞洲最具競爭力的金融中心的地位。這些措施包括：

• 預留5億元作為未來五年推動金融服務業發展的專用款項

• 推出債券資助先導計劃，吸引海內外企業來港發債；並繼續在二零一八及二零一九年發行銀色債券

• 推出綠色債券發行計劃，為政府的綠色工務項目提供資金，推動綠色金融

• 推出「快速支付系統」，提供全天候的跨行即時支付和資金調撥服務

• 研究為私募基金引入有限合伙制的可行性和相關稅務安排

•  研究如何提升香港作為保險業樞紐的競爭力，包括檢視稅務安排和其他監管要求

培育創新能力
財政司司長亦建議推出各項措施，以促進創科投資，並推動創科成果商品化。這些措施包括：

• 聚焦四大範疇：即生物科技、人工智能、智慧城市和金融科技

• 預留200億元用於落馬洲河套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創科園）第一期

• 向創新及科技基金注資100億元支援應用研發工作

• 預留100億元支持建設醫療科技創新平台和人工智能及機械人科技創新平台，吸引頂尖的科研機構和
科技企業來港

• 向香港科技園公司撥款100億元以改善園內設施及加強支援園內企業

• 向數碼港撥款2億元加強支援初創企業；另撥款1億元發展電子競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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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車首次登記稅
為持續改善香港路邊空氣質素，政府推出多項措施鼓勵市民廣泛使用電動車代替柴油車及汽油車。 
這些措施包括：

• 繼續全數豁免電動商用車、電單車和機動三輪車的首次登記稅

• 繼續為電動私家車提供上限為97,500元的首次登記稅寬減

• 推出「一換一」計劃，合資格的現有車主購買新電動私家車並銷毀其合條件舊私家車，將可獲較高的首
次登記稅寬減額，上限為250,000元

以上各項寛減安排會維持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資料來源：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星期三發佈的《二零一八至一九財政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財政
司司長陳茂波動議二讀《二零一八年撥款條例草案》演辭

政 府 增 加 稅 務 優
惠,鼓勵市民廣泛
使用電動車，以改
善路邊空氣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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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與香港簽訂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的國家

資料來源：截至2018年1月16日稅務局網頁所載資料 (按英文字母順序排列)

意大利

南韓

日本

科威特

拉脫維亞

盧森堡

列支敦士登

馬來西亞

澤西島

愛爾蘭 馬耳他

荷蘭

新西蘭

葡萄牙

中華人民共和國

巴基斯坦

卡塔爾

俄羅斯

羅馬尼亞

墨西哥

沙特阿拉伯

南非

瑞士

英國

泰國

越南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西班牙

加拿大

捷克共和國

法國

匈牙利

印尼

根西島

文萊

奧地利

白俄羅斯

比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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