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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25-26年度财政预算案展示了政府对迎接、适应和

引领变革的坚定承诺。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司长

陈茂波于2025年2月26日发表2025-26年度财政预算

案，阐述了在经济形势充满挑战的大背景下，未来一

年的财政政策。这是他在现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

官李家超带领的政府下提交的第三份预算案。

司长公布2024-25财政年度的财政赤字预计为872亿
港元，较2023-24财政年度的1,002亿港元轻微下降，

但仍远高于去年预算案初估的481亿港元赤字。这归

因于地缘政治紧张影响资金流向，继而影响政府的卖

地、房地产交易印花税等收入。面临财政储备的下

降，政府将着力强化公共财政。

预算案中，司长平衡了财政责任与刺激经济的双重目

标，重点在于严格控制开支，并采取精准措施增加收

入来源。此策略旨在有效应对财政赤字和巩固公共财

政基础，并为香港经济的多元化和科技创新营造有利

的环境，为香港构建更强劲、更具韧性的经济铺路。

张慧

税务与商务咨询服务

华南区主管合伙人

德勤中国

邓伟文

税务与商务咨询服务

华南区副主管合伙人

德勤中国

预算案推出了一系列全面而深入的措施，旨在短期稳

定经济，长期促进可持续增长。通过应对眼前的财政

挑战和支持经济的多元化发展，该预算案旨在于应对

财政赤字和促进经济增长之间取得平衡。

我们欢迎政府采纳德勤的多项建议，以振兴和加强香

港的经济环境。我们特别乐见政府投入大量资源推

动新兴行业的「新质生产力」，以加速香港的经济转

型。

以下，你将找到有关拟议税务相关措施的详细信息，

以及它们如何与我们对香港坚韧和繁荣的愿景达至一

致。



3

2025-26香港财政预算案

税务摘要

2025-26年度财政预算案：

主要数据

财政赤字
新一份财政预算案预计2024/25年度的财政

赤字为872亿港元，此数字已包括政府债券

及票据发行收益。财政司司长表示，特区政

府的目标是在2028/29年度回复财政盈余。

财政储备
在1997/98至2024/25年度期间，政府的财

政储备相当于介乎10至28个月政府开支。

自2017/18年度达到28个月的高峰后，数

字逐步下降，预计于2024/25年度降至10
个月，其后于2025/26年度进一步下跌至8
个月。

本地生产总值
香港经济于2024年第四季持续温和增长，

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2.4%。以全年

计，香港2024年的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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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26年度财政预算案：

政府收入及开支

*未计及2025-26年度预计发行共1,500亿港元债券

利得税 地价收入 印花税

薪俸税 投资收入 其他收入

192.2

21.0

67.6

96.5

51.8

230.3

政府收入

6,594亿元*
136.2

环境及食物 经济 保安

基础建设 卫生 其他

社会福利 教育

政府开支

8,223亿元

53.5

61.0

69.0

119.3

141.0

127.0

139.1

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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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税

“

税务宽减
财政司司长建议宽减2024/25课税年度100%的利得

税，上限为1,500港元。

海运服务
预算案提出优化现行对船舶租赁的税务优惠，允许营

运租约下的船舶出租商扣减船舶购置开支。现时，合

资格船舶出租商从合资格活动中获取的利润可享受0%
的优惠税率。因此，拟议的优化措施不会立即对船舶

出租商带来影响，但它将在未来税率上调时为他们提

供保障。这措施将支持政府推动高增值海运服务的战

我们乐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致力保持简单低

税制，这是香港吸引投资者的竞争优势。政府

将强化财政整合计划，避免大幅调升税率或引

入新税种。

2025-26香港财政预算案

税务摘要

尹佩仪

香港财政预算案小组

主管合伙人

略，并有望吸引更多航运业商业主导人和海运服务企

业落户香港。

此外，为助力香港成为绿色船用燃料加注中心，预算

案建议为用于加注的绿色甲醇提供税务豁免。此举有

助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绿色转型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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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税

“

创新科技与知识产权
为促进香港创新科技的增长和发展，预算案建议检讨向相联者购入知识产权或其使用

权的相关开支，以及就购入使用权所支付的整笔特许费用的税务扣除。现时，这些开

支是不可扣除的。

大宗商品贸易
预算案建议为合资格大宗商品贸易商提供半税优惠 
（即税率为8.25%）, 以呼应政府于2024年《施政报

告》中提出关于发展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的策略。此

举旨在吸引大宗商品交易企业落户香港，进一步巩固

香港的国际贸易中心地位。

我们欢迎对大宗商品贸易商提供新的半税优惠。

此举有望促进香港发展全面的大宗商品交易生态

圈，从而为海运、物流、保险和金融等各个行业

带来实质的效益。

2025-26香港财政预算案

税务摘要

戚维之

全国税务技术中心

合伙人

全球最低税
立法会现正审议有关实施全球最低税及香港最低补足税的条例草案。一旦通过，收入纳

入规则和香港最低补足税将从2025年1月1日起追溯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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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和财富管理
财政司司长在预算案中宣布，政府

将于今年内制定方案，优化有关基

金、由单一家族办公室管理的家族

投资控股工具（家控工具）及附带

权益的税务优惠。根据财经事务及

库务局于2024年11月发出的咨询

文件，预计拟议的主要优化措施

包括：

统一基金免税

企业税

“ 业界乐见政府承诺在2025年内制定相关建议，因为拟议的优化措施

无疑会使我们的税务优惠更具吸引力，鼓励基金和家族办公室在香港

设立和运营，促进资产和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

除了咨询文件中提出的拟议优化措施外，政府还可以考虑进一步扩大

豁免范围，以涵盖艺术品、收藏品、投资相连保险单等投资，以及向

符合特定条件的基金经理和单一家族办公室提供税务优惠（例如优惠

税率）。

统一基金免税

简化适用于私人公司 
交易的测试

扩大合资格投资的范围，

以涵盖虚拟资产、贷款和

私人信贷等

放宽防止迂回避税的规则

放宽利得税豁免的 
收入范围

实施税务申报机制

扩大特殊目的实体的 
定义范围

引入实质活动要求的门槛

潘宗杰

国际税收服务

合伙人

2025-26香港财政预算案

税务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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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基金在成为合资格支付人之前需要获得香港金融管理局认证

的要求

将“资格支付人”/“合资格雇员”定义下的“关联方”范围扩

大，以涵盖基金 / 投资经理同一集团内的实体（不论其法律形式

如何)

扩大可能会衍生具资格附带权益的基金利润或收入来源的范围，

包括：

• 在统一基金免税制度下，基金的免税利润

• 基金的其他免税收入，例如离岸收入

• 基金的其他课税收入，例如在拟议排除名单中指定的收入 

取消通过合资格人士（投资经理）分配附带权益的要求

由单一家族办公室管理的家控工具

附带权益

扩大合资格投资的范

围，涵盖虚拟资产、

贷款和私人信贷等
扩大特殊目的实体的

定义范围

放宽利得税豁免的 
收入范围 简化适用于私人公司

交易的测试

2025-26香港财政预算案

税务摘要

企业税



9

2025-26香港财政预算案

税务摘要

个人税

税务宽减
预算案建议宽减2024/25课税年度 100%  的薪俸税

及个人入息课税，上限为1,500 港元。有关宽减将在

2024/25课税年度的最终应缴税款中反映。

税率
个人需根据应课税入息实额（即减去可扣除额及免税额）按累进税率2%至17%缴税，或根据其净收入（即减

去扣除额）按标准税率（15%-16%）缴税，以两者中较低的税率为准。 

应课税入息实额

（减去可扣除额及免税额）

税率

（2018/19至2023/24课税年度）

税率

（2024/25及其后的课税年度）

不超过50,000港元的部分 2% 2%

50,001至100,000港元的部分 6% 6%

100,001至150,000港元的部分 10% 10%

150,001至200,000港元的部分 14% 14%

超过200,000港元的部分 17% 17%

标准税率 15% -

两级制标准税率
- 首5,000,000港元的入息净额
- 余额

 
- 
-

 
15% 
16%

2025-26香港财政预算案

税务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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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税额
在以适用累进税率计算薪俸税前，应评税入息可扣除以下免税额，包括但不限于：

免税额
2022/23课税年度

港元

2023/24及其后的课税年度

港元

基本免税额（未婚人士） 132,000 132,000

已婚人士免税额 264,000 264,000

单亲免税额 132,000 132,000

子女免税额 [第1至9名子女（每名）] 120,000 130,000

供养父母及供养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免税额

（每名受养人）

- 60岁及以上

- 55岁至59岁

 

50,000
25,000

 

50,000
25,000

个人税

2025-26香港财政预算案

税务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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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税

完全、纯粹及必须为产生应评税入息而产生的所有开支为可扣除项目，包括：

个人进修开支，最高可扣除100,000港元

居所贷款利息，最高可扣除100,000港元 
（由2024/25课税年度起合资格纳税人可申请额外扣除20,000港元）

长者住宿照顾开支，最高可扣除100,000港元

住宅租金，最高可扣除100,000港元 
（由2024/25课税年度起合资格纳税人可申请额外扣除20,000港元）

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或认可退休计划产生的强制性供款，最高可扣除18,000港元

向认可慈善机构作出超过100港元的捐款，扣除额最高不超过减去其他扣除额后的应评税入息的

35%

纳税人或其配偶根据自愿医保计划保单以保单持有人身份，为每位受保人所缴付的合资格保费，最

高可扣除8,000港元

纳税人或其配偶以保单持有人身份为年金领取人可领取的年金款项缴付合资格延期年金保费，及可

扣税强积金自愿性供款，最高可扣除60,000港元

纳税人或其配偶支付的合资格辅助生育服务开支，最高可扣除100,000港元 
（由2024/25课税年度起）

可扣除项目

2025-26香港财政预算案

税务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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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征费

2025-26香港财政预算案

税务摘要

物业印花税
为减轻购买楼价较低的住宅及非住

宅物业人士负担，预算案建议将征

收100港元印花税的物业价值上限

由300万港元提高至400万港元，

即日生效。

飞机乘客离境税
预算案建议由2025-2026年度第三

季起，将飞机乘客离境税由每位乘

客120港元增至200港元。

私家车边境建设费
根据「能者多付」原则，预算案建

议向由陆路边境管制站离境的私家

车征收边境建设费，旅游巴士和货

车等则不受影响。最终收费以政府

公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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