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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印花稅條例》  

(第 117章 )  

 

《 2023年印花稅 (修訂 ) (第 2號 )條例草案》  

 

 

引言  

 

在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八日的會議，行政會議建

議，行政長官指令向立法會提交《 2023 年印花稅 (修訂 ) (第

2 號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載於附件 A）。  

 

2 .  提交《條例草案》的目的是實施《 2022 年施政報

告》中宣布的一項招攬人才措施，即在買家印花稅和新住

宅印花稅制度下引入退稅機制（擬議退稅機制），凡根據

指定輸入人才計劃來港的非香港永久性居民，如在二零

二二年十月十九日或之後在港購置住宅物業，並在其後

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便符合資格申請退稅。  

 

 

理據  

 

非香港永久性居民須繳付的買家印花稅和新住宅印花稅  

 

3 .  政府分別在二零一二年十月和二零一六年十一月

推出買家印花稅和新住宅印花稅，作為需求管理措施的

一部分，藉以分別遏抑外來需求和減低投資需求，從而穩

定住宅物業市場，優先滿足香港永久性居民的置業需要。

一般來說，買家印花稅適用於所有住宅物業交易，但代表

自己行事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取得住宅物業則除外；新住

宅印花稅適用於所有住宅物業交易，但代表自己行事的

香港永久性居民如在取得物業時並無擁有任何其他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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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物業則除外。買家印花稅和新住宅印花稅的稅率劃

一為代價款額或價值的 15%。換句話說，現時非香港永久

性居民購買住宅物業須繳付 30%的印花稅（即 15%的買

家印花稅和 15%的新住宅印花稅） 1。買家印花稅和新住

宅印花稅在遏抑住宅物業的外來需求和投資需求方面行

之有效。舉例說，二零二二年涉及非本地個人和非本地公

司的住宅物業交易宗數維持在低水平，只佔交易總數的

0.5%，數字遠低於推出買家印花稅之前（即二零一二年一

月至十月）的 4.5%。與此同時，在二零二二年買家為香

港永久性居民的住宅物業交易中，約 97%屬買家在取得

物業時並無擁有任何其他香港住宅物業，數字遠高於推

出新住宅印花稅之前（即二零一六年一月至十一月）的

75%。  

 

吸引和挽留外來人才  

 

4 .  過去兩年，本地勞動人口流失約 14 萬人。政府除

了持續培育和挽留本地人才外，亦一直積極招攬世界各

地的人才，以壯大本地人才庫，為香港注入發展動能。為

此，政府會採取多項吸引人才措施，當中包括推出擬議退

稅機制，透過大幅減低外來人才在港置業的成本，吸引他

們留港作長遠發展，因為在港擁有住宅物業的人才會較

傾向於長遠留在香港。根據擬議退稅機制，在港購置住宅

物業而並非香港永久性居民的人才於居港至少七年並成

為香港永久性居民後，將享有與首次置業的香港永久性

居民同等的印花稅稅率。  

 

擬議退稅機制  

 

5 .  我們建議，一名合資格外來人才如在二零二二年十

月十九日（即宣布《 2022 年施政報告》當日）或之後在

港購置住宅物業，並在其後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可就其

已購入的一個住宅物業申請退還已繳付的買家印花税和

新住宅印花税，前提是在購置該物業時，該物業是他／她

唯一持有的住宅物業（除下文第 7(c)段所述更換物業的情
                                                       
1 現時，香港永久性居民和非香港永久性居民如在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七日或

之後取得住宅物業，並於取得物業當日起計 36 個月內出售該物業，便須繳付

額外印花稅，稅率為代價款額或價值的 20%、15%或 10%，視乎買家持有物業

的年期長短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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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外），而他／她在申請退稅當日仍然持有該住宅物業。

他／她仍須繳交按第二標準税率（即適用於首次置業的

香港永久性居民的税率）計算的從價印花税，使其整體印

花税負擔與首次置業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看齊。  

 

6 .  合資格外來人才指根據指定輸入人才計劃來港的

人士，相關計劃包括「一般就業政策」、「輸入內地人才

計劃」、「優秀人才入境計劃」、「非本地畢業生留港╱

回港就業安排」、「科技人才入境計劃」、「輸入中國籍

香港永久性居民第二代計劃」，以及新推出的「高端人才

通行證計劃」。  

 

7 .  我們認為，擬議退稅機制不應鼓勵合資格外來人才

作物業投機；合資格外來人才的印花稅待遇，也不應比香

港永久性居民的待遇更優厚。基於這些考慮，我們建議根

據《條例草案》所載的框架實施擬議退稅機制，詳情如下

—  

 

(a)  擬議退稅機制只適用於合資格外來人才在二零二

二年十月十九日或之後單獨取得，或與其他合資格

外來人才共同取得 2，又或與非香港永久性居民的

近親 3（這近親可能不是合資格外來人才）共同取

得的香港住宅物業；  

(b)  在取得有關住宅物業時，屬單獨買家或共同買家之

一的合資格外來人才，憑藉作為屬指明計劃（即上

文第 6 段所載的計劃）適用的人，獲准許在香港逗

留；  

                                                       
2 根據《印花稅條例》（第 117 章，《條例》）第 29AF 條，某人取得不動產的日

期即為買賣協議的日期。然而，如相同的買賣各方以相同條款，就該不動產訂

立多於一份上述協議 (即臨時買賣協議和買賣協議 )，取得不動產的日期則為該

等協議中的首份 (即臨時買賣協議 )的日期。  

 
3 採用《條例》第 29AD 條對「近親」的定義。如兩名人士的其中一人，是其餘

一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兄弟或姊妹，他們即屬近親。如多於兩名人士中的

每一人，均是其餘每一其他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兄弟或姊妹，他們即屬近

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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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取得有關住宅物業時，屬單獨買家的合資格外來

人才或共同買家當中的每一人，不得為任何其他香

港住宅物業的實益擁有人（如合資格外來人才當時

擁有另一住宅物業，或擬議退稅機制適用的後買住

宅物業共同買家當中一人或多人擁有另一住宅物

業，而該物業是他／她／他們唯一持有的香港住宅

物業，他／她／他們能提供文件，證明他／她／他

們已在後買住宅物業的轉讓契約的日期後 12 個月

內處置原有住宅物業，則另作別論（即更換物業個

案）） 4；  

(d)  合資格外來人才在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或所有在

最初購置該物業 5而於申請當日仍是該物業的實益

擁有人 6 的共同買家均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如適

用）後，方可申請退稅；  

(e)  在申請退稅時，合資格外來人才，或至少一名在最

初購置該物業時屬合資格外來人才的共同買家（如

適用），必須仍是有關住宅物業的實益擁有人；  

( f )  合資格外來人才無論是有關住宅物業的單獨買家

或共同買家之一，也只可就一個住宅物業申請退

稅；  

                                                       
4 參考新住宅印花稅的現行安排，即香港永久性居民如取得住宅物業 B 以更換

他／她唯一擁有的另一住宅物業 A，可申請退還部分就取得住宅物業 B 而須

繳付的新住宅印花稅。他／她須先繳付新住宅印花稅，但如他／她可證明已於

物業 B 轉讓予他／她當日起計的 12  個月內處置物業 A，便可根據《條例》第

29DF 條申請退還印花稅，金額相當於已繳付的印花稅款與按較低的從價印花

稅第  2 標準稅率計算的稅款之間的差額。  

 
5 為照顧人才在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之前，在港逗留期間因個人或家庭情況（如

結婚）而可能導致物業的業權有所變化，故即使人才在最初購入物業後業權有

變，只要涉及的是人才的近親，而人才在申請退款的日期仍是有關物業的實益

擁有人，則人才仍可申請退還印花稅。  

 
6 根據《條例》第 29AC 條，就某住宅物業而言，實益擁有人包括存續的該物業

的買賣協議中的購買人。我們建議此處亦使用「實益擁有人」，以涵蓋合資格

外來人才取得興建中的住宅物業，並在有關物業仍在施工階段時已成為香港

永久性居民的情況。在此情況下，即使尚未簽立轉讓契約以完成物業交易，該

人才也可提出退稅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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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如合資格外來人才以一份文書取得多個住宅物業，

退還印花稅的安排便不適用 7；  

(h)  只有在擬議退稅機制新法例刊憲後，稅務局才會開

始接受退稅申請 8；以及  

( i )  政府其後如修訂指定輸入人才計劃的涵蓋範圍，會

以附屬法例形式，按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進行。  

 

《條例草案》  

 

8 .  《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如下—  

 

(a)  第 1 條列出簡稱並訂明《條例草案》獲通過後，當

作自二零二二年十月十九日起實施；  

(b)  第 3 條在《條例》第 I I IA 部加入新訂第 6A 分部，

當中包括新訂第 29DI、 29DJ、 29DK 和 29DL 條。

新訂第 29DI 條訂定在新訂第 6A 分部中使用的詞

語的釋義。新訂第 29DJ 條指明在某些條件下，某

人根據指定輸入人才計劃獲准來港為香港居民，並

已就住宅物業繳付印花稅，便可向印花稅署署長申

請退還印花稅。新訂第 29DK 條訂定在某些特定情

況下，可放寬其中一個退稅條件，該條件是申請人

                                                       
7 政府制定《 2018 年印花稅 (修訂 )(第 2 號 )條例》，把按照第 2 標準稅率向香港

永久性居民徵收從價印花稅的情況收緊，令有關安排只適用於以一份文書取

得單一住宅物業。同樣地，我們建議同一限制亦應適用於屬非香港永久性居民

的合資格外來人才。  

 
8 視乎個別個案的情況，退稅申請的期限為  -   

( i)  在新法例刊登憲報後六個月；  

( i i)  在人才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或在最初購置該物業而於申請當日仍是該

物業實益擁有人的共同買家當中最遲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的日期後六個

月；  

( i i i)  在更換物業的情況下，在取得單一住宅物業並已支付有關的買家印花稅

和新住宅印花稅（即有資格獲得退款的物業）的文書日期後兩年；或  

(iv) 在更換物業的情況下，人才或共同買家在指定時間內，根據轉易契把其擁

有的原物業轉讓或歸屬他人之日後兩個月，  

以最遲者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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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取得有關住宅物業時不得擁有任何其他住宅物

業。新訂第 29DL 條訂定退還稅款申請的期限；  

(c)  第 4 條在《條例》加入新訂第 63B 條，賦權財政

司司長以在憲報刊登附屬法例公告的方式，修訂擬

議退稅機制所指定的輸入人才計劃列表；以及  

(d)  第 6 條在《條例》加入新訂附表 12，載有擬議退

稅機制所指定的輸入人才計劃列表。  

 

立法程序時間表  

 

9 .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  

  

 刊登憲報  二零二三年四月六日  

  

 首讀和開始二讀辯論  二零二三年四月十九日  

  

 恢復二讀辯論、委員會  另行通知  

 審議階段和三讀  

 

 

建議的影響  

 

10 .  建議對經濟、生產力、財政、家庭及公務員的影響

載於附件 B。擬議的法例修訂不會影響《條例》現有的約

束力。建議對環境、性別議題或可持續發展（除了相關的

經濟影響外）均無影響。建議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

人權的條文。  

 

 

公眾諮詢  

 

11 .  由於市場對退稅建議相當敏感，在二零二二年十月

十九日《 2022 年施政報告》內公布該建議之前，政府並

沒有進行公眾諮詢。社會各界均認為香港急需吸引和挽

留外來人才，以促進長遠和可持續發展，我們在制定退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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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時考慮了相關意見，包括向並非香港永久性居民的

外來人才退還購置住宅物業部分印花稅的建議。在公布

退稅建議後，政府在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的立法會

人力事務委員會會議及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八日的人力資

源規劃委員會會議上，向委員簡介該退稅建議和《 2022 年

施政報告》內的其他吸引人才措施。委員並沒有特別就退

稅建議提出意見。  

 

 

宣傳安排  

 

12 .  我們會在二零二三年四月六日就《條例草案》發出

新聞公報，並會安排發言人回答查詢。  

 

 

查詢  

 

13 .  有關此參考資料摘要的查詢，可與房屋局首席助理

秘書長（房屋）（私營房屋）蔡宛珊女士聯絡（電話：

2761 5117）。  

 

 

房屋局  

二零二三年四月四日  



附件A















 

 
 

附件 B 

 

建議的影響  

 

 經濟影響方面，退稅建議將減低合資格外來人才的

置業成本，有助提高他們對香港的歸屬感和長遠留港的

意欲，有利於為香港注入發展動能。雖然退稅措施可能會

增加並非香港永久性居民的人才購買住宅的意欲，但規

定人才在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後才可申請退稅的做法，

可避免購買住宅個案突然急升。因此，退稅建議不會對整

體住宅物業市場造成重大影響。  

   

2.  生產力影響方面，挽留外來人才以壯大本地人才庫，

有助提高香港勞動人口的生產力。  

 

3.  財政影響方面，退稅措施對政府收入的影響尚未能

確定，因為印花稅稅收取決於合資格交易的數量和價值，

以及合資格外來人才是否會在退稅措施實施後在港購置

住宅物業。無論如何，引入買家印花税／新住宅印花税和

擬議退稅安排都不是為了達致財政或預算目標。  

 

4.  家庭影響方面，退稅建議將減低合資格外來人才的

置業成本，這或會鼓勵他們在港定居並建立家庭，因此對

家庭或會帶來正面影響。  

 

5.  公務員影響方面，退稅建議引致的額外人手和行政

開支，會盡可能以相關局／部門的現有資源來支付。如需

要額外人手，我們會按既定機制申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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