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 2022/23 年度 

財政預算案重點  

 

 

 

 

 

經濟指標 

 2021 2022 預測 2023 至 2026 中期預測 

實質經濟增長 6.4% 2%至 3.5% 平均每年 3% 

通脹率 0.6% 2% 平均每年 2.5% 

  

綜合盈餘/赤字預測 

2021/22 

原本預測 

2021/22 

修訂預測 

2022/23 

預測 

2026/27 

預測 

1,016 億港元赤字 189 億港元盈餘，其中包括： 563 億港元赤字，其中包括： 303 億港元盈餘，其中包括： 

 • 736 億港元的經營赤字 

• 574 億港元的非經營盈餘 

• 351 億港元政府綠色債券計劃

的淨收入 

• 1,256 億港元的經營赤字 

• 342 億港元的非經營盈餘 

• 351 億港元政府綠色債券計劃

的淨收入 

• 337 億港元的經營盈餘 

• 264 億港元的非經營盈餘 

• 298 億港元的綠色債券償還款

項 

 

香港特區政府預計 2026/27 年底的財政儲備約為 10,646億港元 (相當於 16 個月的政府開支)。 

 

經營開支預測 

2021/22 2022/23 2026/27 

5,931 億港元 6,825 億港元 6,541 億港元 

 

2022/23年度的公共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 28.4%。根據截至 2026/27年度的 5年期間的中期預測，公共開支約佔本
地生產總值的 24.9%。2023/24年度及其後的經營開支為香港特區政府的預測數字。 

 

利得稅 

• 法團兩級制利得稅稅率(8.25%/16.5%)及法團以外人士兩級制利得稅稅率(7.5%/15%)維持不變。 

• 建議提供稅務寬免予單一家族辦公室所管理的合資格家族投資管理實體。 

• 建議提供 8.25%優惠稅率予航運業商業主導人，以吸引更多海運企業落戶香港。 

• 落實由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制訂的國際稅務改革方案，以應對侵蝕稅基及轉移利潤的行為 (BEPS 2.0方案)。和受影

響的大型跨國企業集團就落實 BEPS 2.0方案保持溝通，確保香港的稅收制度緊貼國際稅務環境的最新發展，同時

維持香港稅制簡單、明確和具透明度的優勢，並保留地域來源徵稅制度。 

 

薪俸稅 

• 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的標準稅率維持不變。 

• 邊際稅率及邊際稅階維持不變。 

• 各種個人免稅額維持不變。 

• 建議向沒持有任何住宅物業的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納稅人提供住宅租金開支扣除，每年上限為 10萬港元。 

 

印花稅 

• 建議寬免市場莊家交易人民幣計價股票的股票買賣印花稅，以提高其流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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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一次性紓緩措施 

• 寬減 2021/22 年度 100%的利得稅，上限為 10,000港元。 

• 寬減 2021/22 年度 100%的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上限為 10,000 港元。  

• 寬減 2022/23 年度四季的非住宅物業差餉，首兩季以每戶每季 5,000港元為上限，其後兩季則以每戶每季 2,000 港

元為上限。 

• 寬減 2022/23 年度四季的住宅物業差餉，首兩季以每戶每季 1,500 港元為上限，其後兩季以每戶每季 1,000港元為

上限。 

• 寬免 2022/23 年度的商業登記費。 

• 向每名合資格的十八歲或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及新來港人士，分期發放總額 10,000 港元的電子消費券。 

• 為每個合資格電力住宅用戶戶口提供 1,000 港元的電費補貼。 

• 向領取社會保障金額的合資格人士發放金額相當於半個月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標準金額、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

或傷殘津貼。在職家庭津貼亦會作相若安排。 

• 為參加 2023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學校考生代繳考試費。 

• 在今年 5月至 10 月，把「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的門檻由 400 港元降至 200 港元，就市民每月超出 200 港元的

實際公共交通開支提供三分之一的補貼，以每月 500 港元為上限。 

 

其他主要建議 

• 推出針對中小企出口商的出口融資計劃。 

• 把「綠色和可持續金融資助計劃」下申請外部評審費用資助的最低貸款額門檻由 2 億港元降至 1 億港元。 

• 預留款項推行各項計劃，以推動金融科技和藝術、文化及旅遊的發展。 

• 把「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計劃」的申請期延長至 2023 年 6 月底，每家企業最高貸款額提高至 27 個月僱員薪金及租

金的總和，上限增加至 900 萬港元，最長還款期延長至 10 年。企業亦可選擇在一段較長的時間償還部分本金。 

• 把「百分百擔保個人特惠貸款計劃」申請期延長至 2023 年 4月底，最高貸款額增加至借款人在職期間平均每月收

入的 9 倍，上限提升至 10 萬港元，最長還款期延長至 10 年，而還息不還本的安排則延長至 18個月。 

• 在「防疫抗疫基金」下額外預留 66 億港元，增設 3萬個職位。 

• 預留 100 億港元進一步推動香港在生命健康科技的發展。 

• 預留 6 億港元推動政府運作進一步數碼化，提升公共服務的效率。 

• 預留 8,500 萬港元強化香港的知識產權制度。 

• 把「未來基金」對「香港增長組合」的分配增加 100 億港元，進一步推動創科發展。 

• 撥款 1 億 3 千 5 百萬港元予貿發局，推出「內地發展支援計劃」，以助港人及港商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及抓緊機遇。 

• 從「未來基金」累積收益中預留 1,000 億港元，以加快推動北部都會區內基建項目的進程。 

• 預留款項支援不同行業的專業人士的培訓及教育。 

• 增加按揭保險計劃的上限，以支援首次置業人士和計劃樓換樓自用家庭。 

• 向「低碳綠色科研基金」額外注資 2億港元，以進一步推動香港減碳和加強環境保護。 

• 額外注資 15 億港元延長「EV 屋苑充電易資助計劃」。 

• 預留 200 億港元興建及提升社區體育及康樂設施，以推廣健康的生活模式。 

• 2022/23年度賣地計劃共有 13 幅住宅用地及 4 幅商業用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