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 2023/24年度 

財政預算案重點  

 

 

 

 

 

經濟指標 

 2022 2023 預測 2024 至 2027 中期預測 

實質經濟增長/(收縮) (3.5%) 3.5%至 5.5% 平均每年 3.7% 

通脹率 1.7% 2.5% 平均每年 2.5% 

  

綜合盈餘/赤字預測 

2022/23 

原本預測 

2022/23 

修訂預測 

2023/24 

預測 

2027/28 

預測 

563 億港元赤字 1,398 億港元赤字，其中包括： 544 億港元赤字，其中包括： 999 億港元盈餘，其中包括： 

 • 1,961 億港元經營赤字 

• 97 億港元非經營赤字 

• 660 億港元政府債券收入 

• 927 億港元經營赤字 

• 259 億港元非經營赤字 

• 650 億港元政府債券收入 

• 8 億港元政府債券償還款項 

• 453 億港元經營盈餘 

• 33 億港元非經營盈餘 

• 650 億港元政府債券收入 

• 137 億港元政府債券償還款項 

 

香港特區政府預計 2027/28 年底的財政儲備約為 9,837 億港元 (相當於 14個月的政府開支)。 

 

經營開支預測 

2022/23 2023/24 2027/28 

6,895 億港元 6,295 億港元 6,869 億港元 

 

2023/24年度的公共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 26.7%。根據截至 2027/28 年度的 5 年期間的中期預測，公共開支約佔本地
生產總值 25%。2024/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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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計劃由 2025 年起對大型跨國企業集團實施 BEPS 2.0 支柱二下的 15%全球最低稅率，以及落實本地最低補足稅。

政府將會進行諮詢，以便受影響集團盡早作出準備。 

• 建議引入「專利盒」稅務優惠制度，對通過研發活動而產生的合資格專利，為其源自香港所賺取的利潤提供稅務寬

減。 

• 建議進一步完善飛機租賃稅務優惠制度，包括容許就購置飛機的開支扣稅，以及擴闊租約種類和租賃活動涵蓋的範

圍。 

• 建議提高僱主為其六十五歲或以上僱員所作自願性強積金供款的稅務扣減至 200%。 

• 建議電訊網絡營辦商將來投得無線電頻譜所繳付的頻譜使用費可獲稅務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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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建議自 2023/24 課稅年度起，子女基本免稅額及子女出生課稅年度的額外免稅額由現時的 12 萬港元增至 13 萬港元。 

 

印花稅 

• 調整買賣或轉讓住宅及非住宅物業須繳付的從價印花稅(即第二標準稅率)的稅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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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一次性紓緩措施 

• 寬減 2022/23 年度 100%的利得稅，上限為 6,000港元。 

• 寬減 2022/23 年度 100%的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上限為 6,000 港元。  

• 寬減 2023/24 年度首兩季的非住宅物業差餉，以每戶每季 1,000 港元為上限。 

• 寬減 2023/24 年度首兩季的住宅物業差餉，以每戶每季 1,000 港元為上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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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兩期發放總額 5,000港元的電子消費券。透過不同

入境計劃在港居住及來港升學的合資格人士，將獲發合共 2,500 港元的消費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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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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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學校考生代繳考試費。 

• 將「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下的臨時特別措施延長六個月至今年十月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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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引入公司遷冊機制，吸引外地企業遷冊香港。 

• 引入新的「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申請人將一定金額的資產投放在本地市場(不包括物業投資)，便可來港居住及發

展。 

• 在未來三年向投資推廣署提供 1億港元，吸引更多家族辦公室來港。 

• 預留 5 千萬港元推動 Web3 生態圈發展。 

• 向「創意智優計劃」注資 5億港元，繼續支持創意產業的推廣和發展。 

• 從 2022/23年度財政預算案所預留的 100 億元撥出 60億，用於在香港設立生命健康研究機構。 

• 預留 2 億港元提升「智方便」平台的運作，改善用戶體驗。 

• 為數碼港預留 5 億港元，推行「數碼轉型支援先導計劃」，協助中小企業應用現成的基礎數碼方案配套，以及 2億

6 千 5 百萬港元用以培育智慧生活初創企業。 

• 向科技園公司的「科技企業投資基金」和「企業加速計劃」分別額外投放 4億港元和 1 億 1 千萬港元。 

• 預留 30 億港元推動前沿科技領域基礎研究的相關建設。 

• 預留 2 千萬港元加快推動高端航運服務業的策略研究和交流。 

• 向中醫藥發展基金注資 5 億港元，推動中醫藥發展。 

• 向「海運及空運人才培訓基金」注資 2 億港元，加強人才培訓和推廣。 

• 預留 1 億港元爭取更多大型盛事來港舉行。 

• 向旅發局額外撥款 2 億港元，爭取更多不同規模及類型的國際會議與展覽在港舉行。 

• 撥出 5 千萬港元，支持「推廣香港新優勢專責小組」向外推廣香港。 

• 撥出 1 億 5 千 5 百萬港元，用作舉辦 2024年「粵港澳大灣區文化藝術節」及支援香港表演藝團和藝術家到大灣區

參與演出及創作。 

• 向「旅行社資訊科技發展配對基金計劃」注資 3 千萬港元，鼓勵業界利用科技升級轉型。 

• 分五年向貿發局增撥 5 億 5千萬港元，協助香港企業把握「一帶一路」倡議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機遇。 

• 向「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再注資 5 億港元，協助企業拓展市場。 

• 向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撥款 1億港元，加強其協助中小企申請政府資助的相關服務。 

• 成立「綠色科技及金融發展委員會」，為推動香港發展為國際綠色科技及金融中心制訂行動綱領。 

• 在新能源運輸基金下預留 2億港元，開展氫燃料電池雙層巴士及重型車輛的試驗。 

• 預留 3 億 5 千萬港元，資助渡輪營辦商建造及試驗電動渡輪和相關充電設施。 

• 2023/24年度賣地計劃共有 12 幅住宅用地、3 幅商業用地及 3幅工業用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