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税务评论 

 
 

2021‐22 财政预算案分析 
财赤新高下预算务实，为疫后复苏铺路 

 

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天发表 2021‐22 年度财政预算
案。此乃陈司长就任以来第五份财政预算案。 

 

在中美摩擦、本地社会事件以及新冠疫情等接连冲击下，司长预测
2020‐21 财政年度录得财政赤字 2,576 亿港元，为香港历来最高，以致
财政储备在财年底骤减至约 9,027 亿港元。2020‐21 年度的财政赤字远
高于 2019‐20 年度的 378 亿港元赤字，主要由于政府通过防疫抗疫基
金推出多项纾困措施，地价收入大幅下降，以及政府经常性开支增
加。 

 

2021‐22 年度财政预算案旨在缓冲经济萎缩对社会和民生的影响，以
及为疫后经济复苏铺路。司长采取平衡方针，既在新冠疫情下支持市
民解决迫切需要，亦确保香港公共财政和金融系统稳定，以及经济可
持续发展。如去年一样，今年财政预算案推出的税务措施为数不多。 

 

有关财政预算案提出的措施概要，请参阅我们的《香港税务快讯 ‐ 香
港 2021‐22 财政预算案摘要》。本文重点分析财政预算案与税务相关
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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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 
期数 H101/2021 – 2021 年 2 月 24 日 



 

主要税务相关措施 
 

 

针对个人的一次性宽减措施 
 

 
司长再度建议宽减 2020‐21 课税年度 100%的薪俸税及个人入息课税，上限为 10,000 港元（低于 2019‐20

课税年度的 20,000 港元），以减轻个人纳税人负担。 

 

本年度预算案并未提出增加或扩大薪俸税免税额及税务扣除范围。然而，我们此前曾建议政府推出住宅
租金开支扣减，提高基本及已婚人士免税额，以及扩大个人进修开支税务扣除范围，以提升人员技能并
帮助他们重返劳动市场。 

 

另一方面，为刺激经济、带动消费复苏，政府将向每名合资格的 18 岁或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及新来港人
士，分期发放总额 5,000 港元的电子消费券。上述措施可鼓励及带动本地消费，德勤对此表示欢迎。同
时，政府将需审慎考虑实施细则，包括长者或非居港香港永久性居民如何使用消费券，消费券只可用于
受新冠疫情影响的特定商户消费或是广泛适用于所有商户，以及电子缴费设施与平台的选择。  

 
 

针对企业的税务宽减 

 
 

财政预算案亦宽减 2020‐21 课税年度 100%的利得税，上限为 10,000 港元（低于 2019‐20 课税年度的
20,000 港元），以减轻利得税纳税人的负担。德勤欢迎此项措施的提出，此举将有助于减轻企业的财务
负担。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政府能够进一步考虑推出一次性措施，容许将 2020‐21 课税年度所招致的税
务亏损转回，以抵销 2018‐19 及 2019‐20 课税年度所产生的应评税利润。部分企业在过去几年获得盈利并
缴纳了相应税款，但目前却遭受亏损，此举可为此类企业提供现金流支持。 

 
 

资产及财富管理 

 
 
为将香港发展成基金首选注册地，政府加紧努力提升香港的竞争优势。除了于 2020 年 8 月建立有限合伙
基金制度外，政府还于 2021 年初发布了一份修订草案，计划为在香港营运的私募基金所分发的附带权益
提供税务宽免。该草案一经通过，相关税务宽免政策将自 2020/21 年度起正式实施。此外，政府拟提出
一份立法建议，容许国外开放式基金型公司或有限合伙基金迁册来港。建议措施将进一步提高香港作为
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的吸引力，德勤对此表示欢迎。 

 

财政预算案还建议，未来三年于香港设立或迁册来港的开放式基金型公司将获得其付予本地专业服务提
供者费用的七成的资助，上限为每间公司 100 万港元 。德勤对这一举措表示欢迎，但与此同时，我们也
建议政府考虑将资助的适用范围扩大至有限合伙基金，因为有限合伙基金是私募股权或风险投资基金更
为普遍采用的法律形式。 

   
 

家族办公室业务 
 

 

为增强香港作为财富管理中心的吸引力，政府将为有意在香港开展业务的家族办公室提供一站式支持服
务，并将检视相关税务安排。针对基金及基金管理活动的现有规章制度，如统一基金税务豁免条例、有



 
限合伙基金制度以及附带权益税务宽免等，可能并不适用于家族办公室。鉴于此，我们希望政府可考虑
向通过香港平台投资的家族办公室提供税务优惠或宽免。 

 
 

粤港澳大湾区 
 

 

香港推出了包括“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在内的多项举措，意在助力香港企业和青年把握大湾区发展带
来的机遇。虽然今年的财政预算案对大湾区着墨不多，但政府可考虑采取更多措施，如为企业及其员工
提供交通补贴，以促进大湾区的人才流动。我们也建议政府将供养父母及供养祖父母/外祖父母免税额的
税项扣减范围扩大到持有香港身份证并主要在大湾区内居住的父母及祖父母/外祖父母，以及长者住宿照
顾开支税项扣除应包括在大湾区的长者院舍。此举可鼓励更多香港长者退休后移居大湾区，与政府政策
一致。 

 
 

创新和科技  

 
 

由于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宅经济”刺激数码企业增长。财政预算案提供多项支持举措，以促进创新和
科技活动，包括培育人才和鼓励科研。德勤对这些措施表示欢迎，但亦认为在税务方面可有更多作为。 

 

司长在财政预算案中提到，自研发开支额外税务扣减制度推出后，企业投放本地研发资源显着增加。我
们建议政府进一步扩大合资格研发项目的范围，从而为创新和科技导向的产业提供更有利的税务环境。
与此同时，香港和内地合作开展技术及科学研究已成主流趋势。政府亦可开始向在大湾区开展合作的主
要数码企业提供税务优惠，为香港经济复苏铺路。 

 
 

税收政策 
 

 

股票印花税税率 

 

预算案拟议调整股票印花税税率，由现时买卖双方按交易金额各付 0.1%提高至 0.13%。我们理解，政府
需要在这艰难时刻采取举措增加收入。经司长充分考虑对证券市场及香港国际竞争力的潜在影响后，进
而作出此等决策。我们期待看到此举助力政府增收的效果，并将关注其为资本市场带来的潜在影响。 

 

审视香港税制 

 

尽管本年度财政预算案并未提出调整利得税及薪俸税税率，或开征新税项，但政府表示将密切关注经济
形势，适时做出调整。政府还将研究开征新税项，从而增加远期收入。我们乐见政府考虑长远，研究采
取多种途径创收增收。我们建议政府加快研究和征询进程，做好准备推出税务改革。 

 

国际税务合作 

 

国际税务环境持续发生变化，提升税务透明度和打击跨境逃税日益引发关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正致
力研究“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2.0”方案，以进一步调控跨境公司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风险。
尽管这些举措的详情尚未落实，但预期将对香港的税务格局带来重大影响。司长表示，政府将围绕以下
要点制定应对措施： 

 

 推动实施“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2.0”方案； 



 
 制定应对措施时，尽量减少对本地中小企业的影响； 

 尽量减少受影响企业的合规负担； 

 致力提升香港营商环境，增强香港竞争力。 

 

一如所料，本年财政预算案并无具体措施解决这一问题，因为或会涉及对香港税制的深远改革。尽管如
此，德勤乐见政府积极为未来的国际税务发展情况和挑战作好准备。 

 

结语 
 

总体而言，面对连续两年的经济萎缩，本年度财政预算案既审慎亦务实，市场全面复苏依然任重而道
远。德勤乐见政府致力增强香港在金融服务以及创新科技行业的竞争力，从而为疫后经济铺平复苏之
路。但是，我们希望政府可考虑推出更多税务措施，在这艰难时刻支持企业和个人解决迫切需要。从长
远角度而言，香港亦需要为接下来的国际税改作好准备。尽管面前仍然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我们期望
政府能够带领香港走出经济困境，振兴疫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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