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税务评论 
 
预提税扣除的回归 
 

 

 

境外税款扣除制度 
 

背景 
 

在 2019 年前，香港税务局对境外税款扣除的立场是，境外预提税（如
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等）可根据《税务条例》第 16(1)条予以扣除，此
立场在其税务指引中载述。然而，香港税务局在 2019 年年中通过修订
《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第 28 号》（以下简称《28 号指引》）改变
了该立场，为境外预提税的扣除带来了不确定性。 

 
虽然《税务条例》第 16(1)(c)条就利息收入缴付的预提税提供扣除，但
有关扣除在几方面受到限制。 

 
首先，有关扣除只适用于就某些债务票据所得的利息收入及收益缴纳的
税款，且该利息收入及收益须为《税务条例》第 15(1)条规定的应课税
收入。 

 
第二，第 16(1)(c)条的扣除受《税务条例》第 16(2J)条所限制。该限制规
定在有税务协定的情况下将不适用第 16(1)(c)条。 

 
第 16 条(2J)条不会影响受惠于香港税务协定的香港居民，但会为不能从
香港税务协定宽免双重课税的非香港居民带来问题。 

 
因此，外国企业在港设立的分支机构，假如在与香港尚未签订税务协定
的税务管辖区缴纳税款，相比于与香港有税务协定的情况，有更多途径
宽免双重课税，这似乎有悖于常理。 
 
银行业主要透过分支机构在香港营运，以提升资本效益，然而，香港税
务局指引的改变，连同第 16(1)(c)条的限制，对其影响尤为重大。因为
银行业显然会赚取可观的利息收入、服务费收入和其他收入，这些收入
一般需缴纳境外预提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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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税务局对《28 号指引》作出修订后，我们与 Capital Markets Tax Committee of Asia 和香港税务局紧
密合作，以实现与修订前的《28 号指引》中概述的立场大致相符的法例修订，即预提税一般可予扣除。
因此，我们欢迎《2021 年税务（修订）（杂项条文）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中提出的修
订。本文将讨论《条例草案》的主要特点及我们的观察。虽然《条例草案》向法例修订迈进了一步，但
有些方面仍须在立法过程中进一步澄清。  

 
《条例草案》的目标？ 

 
《条例草案》建议的修订，大致上旨在为香港税务居民及分支机构就任何付款而缴纳的境外预提税提供
扣除，而前提是预提税的征收方式应与国际惯例基本一致。 

 
居民 
 
预提税扣除只适用于香港税务居民在尚未与香港签订税务协定的税务管辖区缴付的预提税。因此，在有
税务协定的情况下，纳税人若要获得双重课税宽免，就必须按税务协定的规定去申请税收抵免，而不能
使用《条例草案》的扣除条款。 
 
理论上，这对纳税人并无不利，因为香港税务协定提供的税收抵免通常比扣除更为有利。然而，实际
上，我们明白有些纳税人可能仍偏向于申请扣除，因此，若不加以处理，这限制将构成问题。  

 
透过分支机构营运的非居民 
 
不论香港是否已与征收预提税的税务管辖区签订税务协定，非居民亦可获得扣除。扣除金额的上限为被
征收的预提税与在居住地区获得宽免的境外税款的差额。例如，一间英国公司的香港分支机构赚取了
100 元的收入，并被征收了 20 元的境外预提税，若分支机构在英国已申请 20 元的税收抵免，该预提税
将不可在香港再次扣减。如英国没有对双重课税提供宽免，分支机构则可在香港申请扣除 20 元的预提
税。我们将在下文进一步讨论这些规定。 
 
《条例草案》如何运作？ 

 
《条例草案》主要修订第 16(1)(c)条，并在《税务条例》中引入第 16(1)(ca)条。 

 
第 16(1)(c)条的修订 
 

第 16(1)(c)条是宽免双重课税的条例，惟只适用于就某些债务票据所得的利息收入及收益缴纳的税款，且
该利息收入及收益须为第 15(1)条规定的应课税收入。在过去几年中，第 15(1)条新增了若干小节，以配
合企业财资中心的税务优惠和监管资本证券的条例。第 16(1)(c)条并未针对这些更改进行更新。因此，财
经事务及库务局藉此机会修订第 16(1)(c)条以涵盖有关收入。第 16(1)(c)条的修订并不会影响该条例的基
本操作。 
  
第 16(1)(ca)条的引入 

 
《条例草案》最重要的修订是引入第 16(1)(ca)条，为“指明税项”提供宽减。指明税项实质上是就任何
付款而缴纳的预提税，但前提是该预提税是按收入(gross income)的某个百分比征收，并不扣除支出及开
支。 
 
虽然并非所有预提税都是以此基础征收，但第 16(1)(ca)条的起草应适用于绝大部分预提税，包括应课税
的利息、服务费、租金、特许权使用费和股息。因此，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预提税才不涵盖于第
16(1)(ca) 条的范围。 

 



指明税项的定义特别避免了第 16(1)(ca)条向已受惠于第 16(1)(c)条的预提税提供扣除。因此，这两条条例
之间并没有重迭，也没有根据这两条条例申请相同扣除或需要选择根据哪条条例申请扣除的可能性。 
 
我们预计大部分预提税在第 16(1)(c)条和第 16(1)(ca)条的应用下可予扣除。然而，《条例草案》亦限制了
这两条条例的应用，以确保有关扣除不适用于可获税务协定宽免或分支机构在居住地区获得宽免的情
况。 
 
宽免限制 — 第 50AA 条的修订 

 
第 50AA 条是规定香港有关双重课税宽免的一般条文，并已作出修订，以限制第 16(1)(c)条及第 16(1)(ca)
条的应用。 

 
上文提及，该限制仅适用于非居民。该限制比较被征收的境外税款与有权在居住地区（即分支机构总部
所在地）获得宽免的境外税款，并只允许扣除未获得宽免的境外税款（即境外税款减去有权获得宽免的
境外税款=可予扣除的金额）。 

 
该限制并未载于修订前的《28 号指引》，这代表香港税务局在政策上决定香港只应在其他税务管辖区不
能获得宽免的情况下才会提供扣除。 
 
尽量减少境外税款的步骤 

 
与第 50AA 条内关于尽量减少境外税款的条文相似，《条例草案》要求申请双重课税宽免前须采取一切
合理步骤以尽量减少境外税款。特别是香港分支机构在申请双重课税宽免前，必须确保其获得根据居住
地区的法律和有关税务协定下的宽免。合理步骤包括利用宽免、扣除、扣减或免税额及为税务目的而作
出选择。 

 
过渡性条文 

 
这些拟议的修订将自 2021/22 课税年度开始生效。业界曾要求有关条文应具追溯效力，但政府似乎并未
在《条例草案》中采纳这要求，因此，我们建议香港税务局对于修订《28 号指引》和 2021/22 课税年度
这过渡期之间查明的案件予以宽松的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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