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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印制业如何消化销售税 

资料来源：印艺273期 / 2006年9月 作者：余鸿建、陈秀清 

政府最近就开征商品及服务税（简称销售税）展开为期九个月的公众咨询，新税

项在社会引起极大争议。为让业界对这一议题有更全面的认知，8月25日，本会于创

纪之城会举行题为「香港印制业如何消化销售税」的印艺龙门阵，邀得立法会议员李

华明出席，为业界分析销售税的税制内容及表达见解。当天参与是次龙门阵的嘉宾均

踊跃发言，现场讨论气氛甚为热烈。

综合咨询文件的内容，政府就开征销售税的重要理据为：1）香港税率低，不少收

入均非从税项而得；2）香港税基窄，纳税人口占工作人口的小部分，税收亦因人口

老化而日渐减少，进一步削弱香港优势；3）高利得税及薪俸税率令香港难以挽留人

才，亦难吸引外资在港注册成立公司；4）公平税项可为政府带来稳定收入。

赞成征收销售税的人士指出，香港现时经济情况好转，是全面推行销售税的最适

当时机，如不尽快实行，政府未来的财政收入必会减少。此外，香港人口老化问题加

剧，令被摒出薪俸税网的人数上升，香港经济一旦衰退，政府收入减少，便没有能力

应付难关。

李华明反问，香港政府的财政状况是否真的如此不济？政府表示香港每年赤字达

四、五百亿，但有关赤字都是由金融风暴、沙士、911等种种暂时性的外围因素引起

的，并非香港经济结构本身出现问题。香港的财政储备达三千多亿，既没发债，亦没

负债，财政状况在全球算是最稳健的，并不如美国般要印钞票及发行债券应付债项，

况且必要时政府还有很多家当如机管局、停车场等项目可以出售，可见香港政府并非

真的一穷二白。况且，综观其它实施销售税的国家，如新加坡，制度一旦实施，税率

只会有增无减，而且亦不会有废除的可能，故作有关决定前实在值得大家慎重考虑。

在印刷行业，税制的推行又会否为经营者带来哪些不良影响？

在新税制下，原料如纸张、油墨、胶片等供货商需缴付5%商品税，有关成本一旦

转嫁至购买原料的印刷商身上，负责提供服务的印刷商除了要承受每项原料5%的额外

成本外，制成品如在本地交货，亦需额外缴纳5%销售税，如有关成本亦转嫁至客户身

上的话，制成品的总成本便会大大提升，增加的幅度往往不止5%。亦即以往印刷商向

客户报价$1，届时便需将有关金额提升至$1.15。对在本地市场一同竞争的香港印刷

商而言，制度尚算公平，但当与国内、澳门、台湾、新加坡的印刷商竞争，香港厂商

的成本优势便被实时削弱。或说厂商如不经代理，而以LC直接向原材料商购入原料，

便可节省5%的税项支出，但只有大型企业才有足够资本及仓存空间购入大量原材料，

中小企却并无此优势，制度的推行无疑会进一步扼杀中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虽然新

制度列明出口成品可豁免有关税项，但原材料因税项而增加的成本，会间接削弱厂商

的出口竞争力，打击制造业雇员的生计。正如李议员提及，厂商不一定将增加的成本

全部转嫁给买家，为了竞争，那便使香港工商业百上加斤，更难经营下去。

正如咨询文件所提到，新税制的推行确可将税收一网打尽，但里面提出的年营业

额达500万以上的企业必须向政府登记，而500万以下的则不必登记，则只会令后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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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目剧增，根本没可能刺激经济，反会令经济倒退。

随着国内人力及营运成本的不断上升，及报关手续的繁琐冗赘，进出口货品诸多

限制，北上设厂的独有优势经已逐步消退，现时有部分在国内经营的香港印刷企业，

也有回流香港的打算，但销售税的推行却进一步削弱留港经营的优势，令制造业起死

回生的希望落空。 

政府认为销售税是一个公平税制，但是非常复杂，例如本地销售必须征税，出口

却可扣除税款，便是为工商业制造麻烦，亦存在灰色地带，例如外国公司向香港厂商

订货出口，但却由香港分公司付款，该当征税或不用征税？

何不推行更公平的「人头税」，不须动用庞大的征税队伍，委托「八达通」代收

便可以，税制更为简单，市民清楚知道交了多少税给政府，亦容易控制开支。工商业

及服务业界也不须担心增加成本。若政府收入有盈余，下一年度便应豁免征收「人头

税」，若有亏损便按人头收税，有谁说不公平？！若采用这一方法，政府便不须保留

庞大盈余，减少金管局的管理人手和可以大幅削减开支。

香港经济自九七后偶受外围因素冲击而陷入衰退，公务员及政府部门的薪酬从没

被扣减，新税制的推行却持续使公务员队伍膨涨，有扩大政府开支之虞，最近政府仍

提议增加政策局副局长人数，以高薪厚职招揽人才，似乎有违小政府原则，假如政府

希望收支平衡，财政有盈余，并提升香港竞争力，是否应先缩小庞大臃肿的公务员架

构，并应扶助本地工商业？政府如真有心扶助制造业，实可于深圳河套开设加工区，

让厂商不用过境到国内加工，省却运输成本及因报关错漏而被扣关的风险。又能否从

物流、信息、教育、旅游等方面入手，重点扶助能提升香港就业率，促进香港繁荣的

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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