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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師公會 

二零一五至二零一六年度稅務政策及財政預算案建議 

建設香港 籌劃未來  

主要建議措施 
 

 

公會對二零一五至一六年度財政預算案的建議，以「建設香港 籌劃未來」為題，由屬下

的稅務師會執行委員會制訂，重點聚焦於稅務政策及財政收入的措施。以下是公會提議的

主要措施： 

 

稅務政策 

 

1. 為了加強和保障香港長遠作為主要金融及商業中心的地位，公會建議成立常設的稅務

政策小組，持續進行與香港稅務競爭力有關的策略及比較研究、監察國際各項稅務的

發展，以及向有關當局作出適當的建議。稅務政策小組須考慮的課題包括： 

 

(a) 完善稅制的清晰度，提高其競爭力 

 

(b) 檢討不同稅務寬減的有效性 

 

(c) 考慮是否有需要對轉移定價作出更多正式的規定 

 

(d) 監察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的執行情況以及國際稅務發展（如稅務資料交換）帶

來的影響 

 

(e) 維持長期財政穩定 

 

2. 調配足夠資源，以制定稅務政策及管理，確保能迅速跟進各項重要的稅務事宜，以及

在合理時限內執行已獲接納的稅務措施。 

 

預算案措施 

 

3. 利得稅措施 

 

(a) 對總收入不超過 500萬港元的公司，下調企業利得稅稅率至 15%，以作為對中小

型企業的支持。 

 

(b) 豁免二零一五至一六年度的商業登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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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資產管理及金融服務中心 

 

(a) 對符合特定條件的本地基金，給予稅務豁免優惠。 

 

(b) 檢討目前受《巴塞爾協定三》制約的銀行在新（額外一級）資本要求下的稅務狀

況，並考慮向相關工具的發行提供稅務扣免。 

 

5. 創新科技行業 

 

(a) 外判研發項目的支出，以及向第三者提供知識產權用作在香港以外地區生產商品所

涉及的成本，均可作稅務扣減。 

 

(b) 向在香港進行的研發開支提供 150%的超額扣稅。 

 

(c) 在沒有適用避免雙重課稅協定的情況下，提供單邊版權費預提稅的扣減。 

 

6. 薪俸稅措施 

 

(a) 考慮把邊際稅階由 40,000港元提高至 50,000港元，以協助中低收入人士應對一

直上升的生活費用。 

 

(b) 容許納稅人為額外的自願性強積金供款作稅務扣減，以每年 60,000港元為上限，

以便他們為退休作出更佳的規劃。 

 

(c) 為支援市民提升他們的技能，建議擴大個人進修開支扣除的應用範圍，容許納稅人

配偶或 18至 25歲的子女使用納稅人未使用的份額，條件是該名子女為非全日制

學生，或不能以自己作為納稅人的權利申索有關扣除。 

 

(d) 容許納稅人的私人醫療保險供款作稅務扣減，來年上限為 12,000港元。如納稅人

為受養配偶或子女繳付醫療保險費，考慮給予他們每名受養人相類似的扣減上限。

此舉的目的是要減輕公共醫療系統的負擔，並讓市民有更多選擇。 

 

(e) 檢討目前薪俸稅免稅額（包括受養人免稅額）的水平，並提供理據。檢討後，有關

免稅額應可大致跟隨通脹率上升。 

 

7. 住屋及公用事業事宜 

 

(a) 容許納稅人在居所貸款利息扣除以外，其自住居所的租金支出可作稅務減免，以每

年 100,000港元為上限，條件是他們沒有向僱主申請房屋津貼。此舉的目的是向

無力購買自住居所而須租住私人物業的人士提供協助。 



 
 

3 
 

 

(b) 定期檢討額外印花稅措施的成效，並把檢討過程透明化。 

 

(c) 津貼二零一五至一六年度的住宅電費，每個用電單位可獲 1,800港元。為推動節

能，應考慮此項寬減措施只限於耗電量不超過某一水平的用戶。 

 

8. 環保及社會措施 

 

(a) 對採用有助環境可持續發展設計的工商業大廈，提供加快的樓宇免稅額。 

 

(b) 凡向慈善團體捐贈剩餘食物，幫助他們為有需要人士分發剩餘食物的機構，可獲食

物成本加 20%的稅務扣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