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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令本已下行的香港經濟雪上加霜，中小企大面

積歇業嗌救命，阿公阿婆通宵排隊搶口罩，小市民狼狽搶米搶廁紙搶消毒劑。香

港正面對前所未見的內憂外患。月內將公佈的財政預算案，市場焦點將落在共渡

難關的紓困措施上，期望非常時期有非常措施，救救香港。

預算案救港預算案救港
盼出猛招盼出猛招

已婚免稅額加倍已婚免稅額加倍 代供強積金保就業代供強積金保就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
社會衝突持續，加上新冠肺炎疫
情肆虐，經濟學家對今年香港經
濟前景看法更為悲觀。法國外貿
銀行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艾西亞
（Alicia Garcia Herrero）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打擊消費者信心，
將進一步拖累內地與香港的經濟
增長。該行預期今年內地經濟增
長將放緩至5.5%；至於今年全年
香港經濟可能將按年收縮3%，其
中今年首季表現，更有可能按年
倒退4%至5%。

不宜「全民派錢」
此外，艾西亞預期，新冠肺炎

疫情，將打擊香港政府的收入，
增加其財政負擔。因此，她建議
港府可在即將公佈的財政預算案

中，針對中下階層，對受經濟衰
退打擊的人士與企業，提供財政
支援，而非「全民派錢」，藉以
在提振經濟表現，與公共財政健
康之間作出平衡。

確保物資供應穩信心
另一方面，由於擔心新冠肺炎

疫情持續，近日香港市民大肆瘋
狂搶購物資，除口罩外，連廁
紙、糧油、洗手液、瓶裝水等食
物及生活用品都被搶光。對此，
艾西亞表示，港府應採取強力措
施，確保民生物資供應正常，與
防止疫情擴散，令物價平穩，恢
復市民與投資者對香港的信心。
否則，即使財政預算案推出大量
救市措施，亦難以令香港經濟走
出衰退陰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受中美貿易戰
及社會衝突持續所拖累，去年全年香港經濟表現
為近十年最差，按年倒退1.2%，失業率由去年
中的2.8%升至最新的3.3%，今次新冠肺炎疫情
的爆發更令香港經濟雪上加霜。因此，政黨紛紛
對財政預算案提出建議，冀紓解民困。其中，民
建聯早前就2020/21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提出多項
建議，包括「提振經濟」、「紓解民困」等5個
方面。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表示，政府在內憂外患的
非常時期，須突破固有政策框架和理財思維，通
過較前瞻、進取和利民的財政政策，解決深層次
問題。

民建聯：不反對派錢
民建聯的提振經濟措施包括寬減2019/20年度
利得稅，上限50,000元；豁免中小企商舖的商
業登記費及相關牌照費用；政府產業額外多6個
月減租一半，主動聯絡各大地產商及港鐵、領展

等一同行動等。
至於紓解民困措施則包括寬減2019/20年度薪

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上限50,000元；寬免
2020/21年度全年差餉，以每戶每季2,500元為
上限；為公屋住戶代繳兩個月租金等。
對於政府透露在下一財政年度有可能出現財

赤，李慧琼相信以政府豐厚的財政儲備，足以抵
擋短期經濟困難，但當局必須帶頭提出解決問題
方法，如政府決定「派錢」作為紓解民困的手
段，民建聯不會反對。

經民聯：寬免更多牌費
經民聯早前亦已向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提交

2020/21年度財政預算案建議書。他們強調，面
對持續不斷的社會事件，加上外圍經濟持續不明
朗，不少中小企已經舉步維艱、奄奄一息，因此
出台的紓困措施落實一定要快，不然待企業、商
舖倒閉才來談紓困，已是徒勞無功。
其中，立法會議員林健鋒建議政府為「中小

企融資擔保計劃」全部企業提供九成信貸擔保，
放寬最長擔保期和最高貸款額；寬免更多牌費和
政府收費，進一步調高非住宅用戶的電費、水費
和排污費補貼的比例，並考慮推出商舖維修資助
和工資補貼，又建議提高基本免稅額、子女免稅
額、子女出生年度的額外免稅額及供養父母/祖
父母/外祖父母的免稅額等。

倡設「失業轉型支援基金」
另外，修例風波令部分商戶和個人受到衝擊

和影響，因此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建議，政府可牽
頭成立基金，協助索償無門的商戶和個人，為保
險未能賠付的部分，例如個人醫療、商舖損失等
方面提供全額賠償，又建議財政司司長成立委員
會，邀請政府內外的專家以及海外學者，一同預
防及應對金融風暴的來臨。
此外，她提議政府成立「失業轉型支援基

金」及「銀髮創業基金」，以應對香港隨時出現
的失業潮。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馬翠媚）本港
去年下半年來持續受
修例風波影響，財政
司司長陳茂波去年底
已為財赤作預告，
而踏入今年1月，隨
着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更
為經濟帶來「黑天
鵝」，令原本已受影響
的旅遊、酒店、零售、
餐飲更叫苦連天，政府本
月預計疫情擴散或令政府
收入減少、支出增加，今
年3月底才結束的2019/20
本財政年度，將正面面對疫情
肆虐的1、2及3月份的影響，意
味着早已預告的財赤，實際數字可
能進一步上升。
安永最新預測，本港將錄700億
元財赤，主要看淡三大收入來源，包括
賣地收入、利得稅及薪俸稅收入、印花稅
收入均料通通低過原本預期；而羅兵咸永道最新
預測，本港料將錄383億元財赤，同樣受累於賣
地收入及印花稅收入跌影響，不過與安永有別，
羅兵咸永道預期香港本年度利得稅及薪俸稅收入
2,127億元，低於政府原先預計2,323億元，令兩
者分析的差距擴大。

廠商會料經濟倒退1.5%
值得留意的是，安永及羅兵咸永道的預測仍未
反映政府在應對疫情下在本財政年度所受影響，
而廠商會最新發表的2020年香港經濟展望，料
本港今年將延續2019年經濟下滑的形勢，加上
新冠肺炎疫情對本港旅遊業和零售市道帶來重大
打擊，料今年香港經濟將負增長1.5%，並呈前
低後高的「L」型走勢。

局部封關 旅客銳減9成
廠商會解釋，在政府局部封關下，今年上半年
訪港旅客將銳減9成，料經濟增長將被拖低3個
百分點，如果新冠肺炎疫情較快受控，料本港經
濟活動可逐步恢復，而抗疫期間的消費需求都有
可能出現「追回」式的較快反彈，不過因應修例
風波帶來影響，料訪港旅遊業未必會出現強勁反
彈。
另外，渣打最新發表報告指，內地爆發新冠肺

炎疫情，成為全球經濟「黑天鵝」事件，因此該
行將內地今年經濟增長預測由 6.1%下調至
5.8%，同時將環球今年經濟增長預測由3.3%下
調至3.2%。該行解釋，由於目前中國對全球經
濟增長的貢獻達到三分之一，已遠高於03年沙
士時期，料是次疫情對經濟增速影響將比沙士更
大，料香港、台灣、新加坡、泰國受內地經濟放
緩影響亦會較大。

本年度財政狀況預測
安永
◆土地收入料低於原本預計的
180億元；

◆利得稅及薪俸稅收入料分別
減少280億及76億元；

◆印花稅收入料略低於原本預
計80億元。

預計財赤700億元

羅兵咸永道
◆料賣地收入較原先預計低逾
一成；

◆利得稅及薪俸稅收入約2,127億
元，低於原先預計的2,323億元；

◆印花稅收入料615億元，較原先
估算760億元低近兩成。

預計財赤383億元
製表：記者 馬翠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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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促盡快出招 勿待失救才出手 今年首季經濟恐縮5%

會計界對預算案部分建議
安永
◆引入僱傭補貼計劃，為期6個月；
◆寬減100%利得稅、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
上限3萬；

◆寬免2020至21年度全年差餉，每名業主名下
一個應課差餉物業每季1,500元為上限；

◆寬免2020至21年度商業登記費；
◆豁免旅行社，酒店和餐廳牌照費額外12個月。

羅兵咸永道
◆基本免稅額及單親免稅額增至15萬元，已婚人
士免稅額增至30萬元，子女免稅額提高至每名
15萬元；

◆租金開支扣稅安排，上限每年15萬元；
◆延長供樓利息扣稅年期至25年，每年扣稅利息
上限增加至15萬元；

◆提高個人進修開支的最高扣除額至每年12萬
元；

◆擴大自願醫保計劃保金的扣稅安排至私人醫保
計劃，同時提供私人醫療開支稅務扣減，每年
上限8,000元。

立信德豪
◆個人免稅額由132,000元增至153,000元、已
婚人士免稅額加倍；

◆提高供養父母免稅額；
◆擴闊稅階，每級稅階由現時的5萬元擴闊至5.5
萬元；

◆提供租金開支扣稅安排。

製表：記者 馬翠媚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將於本月26日公佈新一
份財政預算案，政府已預告本財年會出

現財赤，市場人士暫時最悲觀估計本財年將錄
得逾700億元財赤，為15年來再度見紅。在
庫房「倒貼」的預期下，市民的期望也有別於
以往庫房水浸時的派糖分餅仔措施，今年關注
點料將落在共渡難關的紓困措施上。
綜合香港文匯報近日採訪所得，今年商界
及小市民都有不同期望，不少建議均期望政府
進一步可寬減利得稅、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
稅，同時再提高子女免稅額及供養父母免稅額
等；亦有建議協助受影響較大的行業，如豁免
旅行社，酒店和餐廳牌照費額外12個月等
（見表）。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莊太量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去年以來修例風波對
本港經濟影響未必太大，反而今年1月爆發的
疫情影響較大，因為市民連出街都不敢，更遑
論消費，因此建議政府可考慮派發配對消費
券，如香港市民每消費1元，可獲派1元消費
券，料比起派現金，可更有效刺激消費。

收入減少 捱貴價抗疫物資
立信德豪董事兼稅務服務總監張瑛對香港

文匯報表示，預期香港本財政年度將見紅，除
了受去年下半年以來的社會事件影響，今年1
月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亦影響本港收支情況，
因為疫情下不少行業以至打工仔都受影響，正
常收入已經減少了，再加上市民或因需撲口罩

等物資、捱貴餸等而產生額外開支，認為政府
應該在大眾市民最需要時，利用以往盈餘推出
一系列救急扶危措施。

倡提供租金開支扣稅安排
民生方面，張瑛建議政府重新評估個人免

稅額，將個人免稅額由13,200元上調至15,300
元、已婚人士免稅額加倍，提高子女免稅額及
供養父母免稅額等，以幫補納稅人在消費開支
上負擔，以及擴闊稅階，將每級稅階由現時的
5萬元擴闊至5.5萬元，同時建議提供租金開
支扣稅安排等。
安永則建議政府繼續推出撐企業保就業措

施，尤其在不少企業傳出裁員消息之際，建議
引入僱傭補貼計劃，由政府代每位合資格中小
企僱主向強積金計劃作出5%的強制性供款，
上限為每名員工1,500元，為期6個月，以鼓
勵中小企在香港當前面對的經濟困境中盡量不
裁減工作崗位，預計有關紓困措施涉資118億
元。

倡容許虧損抵消應課稅盈利
羅兵咸永道則建議，政府寬免集團虧損
稅，容許企業將現課稅年度的虧損抵消過去
三年的應課稅盈利，以改善企業資金流。該
行同時建議擴大自願醫保計劃保金的扣稅安
排至私人醫保計劃，以及提供私人醫療開支
稅務扣減，每位合資格的受保人每年上限
8,000元。

■ 疫情有擴散跡象，市民恐慌搶購食
品和家居用品。 資料圖片

■各界期望財爺
即將公佈的預算
案會推出紓困措
施。 資料圖片

本疊內容：財經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