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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上周三
審議《2014年撥款條例草案》期間，激進反對
派議員不斷點算人數。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
席、經民聯主席梁君彥，昨日譴責拉布議員刻
意製造流會，並且不點名批評「長毛」梁國雄
「明明喺度都要行出去（會議廳）」，令政府

可能面臨「財政懸崖」危機，以香港市民福祉
做「政治騷」。
梁君彥昨日被問及立法會日前流會，令財政
預算案審議再度延期時，指任何流會出現，每
名議員都有責任，並對經民聯當日多名議員不
在席表示抱歉。他坦言，部分人早已安排當日

離港，「唔係話特別唔見咗人」，並承諾日
後會確保有足夠議員出席會議。

轟無善用時間 製造流會
不過，他強調，流會誰要負責，相信市民心裡有
數，並批評反對派聲稱要表達很多意見和訴求，卻
沒有充分利用時間，更製造流會，以香港市民福祉
做「政治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稅務局昨日發出237萬份
2013至2014課稅年度個別人士報稅表，較去年多5萬份，創歷
史新高。市民將於1天至2天內收到郵寄的報稅表，並須準時
於1個月內，即6月3日或之前（因6月2日為端午節公眾假
期）遞交。經營獨資業務人士的交表限期則為3個月，即8月2
日或之前。

網上報表限期自動延長
稅務局局長黃權輝昨午舉行記者會，介紹填報2013至2014

課稅年度個別人士報稅表事宜。他表示，今年發出的237萬份
報稅表，當中約27萬份為電子通知書；其餘為紙張報稅表。他
指出，採用「稅務易」網上報表的市民，均可獲自動延長截止
遞交報稅表1個月，即延期至7月3日交表。網上報稅經營獨資
業務人士截止交表期，則可延至9月2日。

寬減措施待立會通過
今年《財政預算案》提出增加免稅額或寬免稅項措施，需要
經修訂稅務條例才可實施。黃權輝說，當局正進行立法程序，
待法例獲立法會通過後，稅務局會在本年度發出的稅單落實寬
減措施，「納稅人只須如常填報報稅表，毋須特別就上述措施
提出申請。」
黃權輝補充指，賺取租金收入的人士，如符合個人入息課稅

資格，可通過選擇個人入息課稅而獲得寬減。納稅人可在填寫
個別人士報稅表時，申請個人入息課稅。稅務局會就每宗申
請，驗算個人入息課稅連同寬減後，可否減低申請人稅款，並
以對他最有利的方式評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稅
局公布，2013至 14年度印花稅收
入，較上一年度減少13.65億元，至
415.14億元，減幅為3%。印花稅收
下降，主因為物業交易印花稅收大
幅下跌 19%，由 223.55 億元降至
181.6億元。這是由於去年2月，港
府推出樓市「雙辣招」控制樓市需
求，令市場轉趨淡靜，交投銳減。

雖然「雙辣招」令港府多收近10億
元額外印花稅，但整體樓市轉淡，
令物業交易印花稅減少41.95億元。

股票交易印花稅進賬14%
但另一邊廂，2013至 14年度，

港股交投回升，股票交易印花稅收
上升28.22億元，由 198.82 億元增
至227.04億元。這主要是因為2013

年港股證券市場成交總額達15.26
萬億元，按年增長15%。去年港股
日均成交額亦按年增長16%至626
億元，令股票交易印花稅收有14%
進賬。
租約等其他印花稅去年收入6.5億

元，較上年6.42億增1%。物業印花
稅和股票印花稅一加一減，導致去
年印花稅收入總額整體減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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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君彥批拉布用市民福祉做騷

稅收2,435億新高 下年或微跌
薪俸稅博彩稅增長帶挈 受外圍經濟拖累難再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立法會大會
正審議落實新年度財政預算案《2014年撥款條
例草案》，包括多項增加免稅額或寬免稅項措
施。然而，稅務局表示，多名反對派立法會議
員拉布，或會令當局延遲發稅單，納稅人延遲
享受稅務寬減，亦推遲立法會審議雙倍印花
稅，影響市場確定性。香港文匯報翻查本年度
財政預算案資料，拉布最少令近200萬名納稅
人受影響。

寬免落實恐遙遙無期
多名反對派立法會議員發動拉布，反對通

過《2014年撥款條例草案》，更一度引致流
會，令草案久久未獲表決，落實增加免稅額
或寬免稅項措施遙遙無期。稅務局局長黃權
輝表示，拉布令部門可動用的財政受影響，
或令局方延遲出稅單，納稅人延遲享受稅務
寬減。

印花稅遲推影響市場確定性
黃權輝表示，稅務局目前有兩條條例正審議

或等待立法會審議，均因拉布延遲，包括引入
雙倍印花稅，「如果因為拉布令草案延遲通
過，會影響市場確定性。」他指稅務局會密切

留意事態發展。
香港文匯報翻查本年度財政預算案資料，受

拉布影響的納稅人包括今年財政預算案建議提
高供養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免稅額，以及
與納稅人同住的額外免稅額增至4萬元；另把
長者住宿照顧開支扣除上限調高至8萬元，共
涉及約55萬名納稅人。
另外，財政預算案建議，寬減2013至2014

課稅年度利得稅、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75%
稅款，每宗個案以1萬元為上限。獲寬減利得
稅措施涉及174萬名納稅人；寬減薪俸稅涉及
12.6萬名納稅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香港稅務局昨日公布上個財政年度稅收（臨

時數字）達2,435億元，創歷年新高，按年度增加1%（即14億元），主要增

長來自薪俸稅10%及博彩稅9%。不過，稅務局預料，本財政年度稅收或會受

外圍經濟影響，因而未能承接升勢，稍微下跌0.3%至2,427億元。利得稅及薪

俸稅收入，預料將分別減少3%及5%。

樓市轉淡 印花稅收減3%

■黃權輝(中)表示，香港仍受金融海嘯及歐債危機影響，估計本財政年度整體稅收難以維持升勢。 曾慶威 攝

2013-2014及2014-2015財政年度稅收(百萬元)

稅項種類 2012-13年度 2013-14年度 2013-14年度數字 2014-15年度 2014-15年度數字
（實際收入） （臨時數字） 按年變動 （預測數字） 按年變動

利得稅 125,638 120,882 -4% 117,570 -3%
薪俸稅 50,467 55,620 +10% 52,860 -5%
物業稅 2,258.2 2,584 +14% 2,700 +4%
個人入息課稅 4,078.2 4,420 +8% 4,400 -0.5%
遺產稅 137.6 388 +182% 70 -82%
印花稅 42,879.7 41,514 -3% 43,800 +6%
博彩稅 16,564.8 18,066 +9% 18,938 +5%
商業登記費 122.9 74 -40% 2,400 +3,143%
稅收總額 242,146.8 243,548 +1% 242,738 -0.3%

■資料來源：稅務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劉雅艷

稅務局昨日招開記者會，公布2013至2014年度整體
稅收臨時數字創歷史新高，高達2,435億元，較上

一年度增加14億元，增長主要來自薪俸稅及博彩稅。稅
務局局長黃權輝解釋指，整體持續工資增長及薪俸稅寬
減上限減少2,000元，薪俸稅收入按年上升10%至556億
元，但利得稅卻因外圍經濟波動，按年減少47億元，只
有1,209億元。

料世盃對足球博彩稅影響微
博彩稅收入按年增加9%至180億元，當中從賽馬收取

的稅款增長11%至116.5億元；足球博彩稅款則上升8%
至44.7億元。世界杯即將開鑼，據過去經驗，世界杯可
帶動足球博彩稅收入，但稅務局則預測，世界盃不會對
足球博彩稅有太大影響，並預計本年度博彩稅收入升
5%，達189億元，主要來源於賽馬收入增加。

本年度利得稅薪俸稅或減
香港仍受金融海嘯及歐債危機影響，稅務局估計，本

財政年度整體稅收難以維持升勢，下跌0.3%至2,427億
元。當局估計，本年度利得稅及薪俸稅稅收，將分別減
少3%及5%，達1,175億元及528億元。
自從去年2月政府推出樓市需求管理措施後，市場轉

趨淡靜，交投縮減。上年度物業印花稅收入銳減19%，
僅得181億元。上年度股票市場相當波動，但股票印花

稅收入仍可按年上升14%，達227億元。此消彼長下，
上年度整體印花稅收入按年減少14億元（3%），全年
共收415億元。（見另稿）

3月206宗印花稅收佔全年24%
黃權輝指出，「加強額外印花稅」及「買家印花稅」

立法程序已於本年2月底完成。涉及該兩項印花稅的交
易，須於法例刊憲後30天內繳交。因此，稅務局於3月
收取的206宗物業印花稅稅項，達44億元，佔全年物業
印花稅收入24%。

本年度印花稅收料增6%
黃權輝預計，本年度印花稅收入預料可按年升6%，達

438億元。「我們須視乎各項物業需求管理措施是否適
用於物業交易，雙倍印花稅何時完成立法，亦會影響有
關稅入何時入賬。」
由於難以預計有多少人受樓市「雙辣招」影響，雙倍
印花稅仍在審議中，故黃權輝拒絕估計有關措施對下年
度稅收影響，並以保守角度評估本年度稅收。他強調，
這不代表政府會撤辣招或預計條例不獲通過。
對於早前有報道指，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旗下公司涉嫌

瞞稅，黃權輝表示，不評論個別案件，強調不論納稅人
身份，亦不理會是否名人，稅務局都會追討。如果有違
規，會跟進調查。

■上個財政年度稅收（臨
時數字）達2,435億元，創
歷年新高。 曾慶威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
本港欠稅情況有改善，根據稅務局
數字，2013至2014財政年度，本港
欠稅總額 69.56 億元，較 2012 至
2013年度下跌6%，即4.06億元。但
4大類課稅總類當中，只有利得稅欠
稅大減10%；個人入息課稅、物業
稅及薪俸稅欠稅情況均上升，當中

以物業稅欠稅升幅最大，高達7%。
4大類課稅總類中，只有利得稅欠

稅下跌10%，即4.69億元；但其餘3
類欠稅均上升，包括薪俸稅（4,800
萬元，上升2%）、物業稅（1,300萬
元，上升 7%）及個人入息課稅
（200萬元，上升15%）。
稅務局為免有人逃稅，上年度完

成1,802宗實地審查及調查個案，當
中2宗為檢控個案。

少報入息及利潤達129億
當局發現，少報入息及利潤達129

億元，平均個案少報稅720萬元。稅
務局最終上年度評定25.4億元補繳稅
款及罰款，平均每宗個案140萬元。

欠利得稅減10% 欠物業稅勁增至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