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席、各位議員： 

 

你們好！多謝 貴會給本人葉國忠發表 2012年印花稅（修訂）條例草案提出

愚見。 

 

首先在近幾年的香港 GDP都處於低位，甚至負水平（2010年第三季-0.5，2011

年第三季-0.1），試問那有太多錢去買樓呢？在分析中，2009年和 2012年的住宅

每月樓價升幅相仿（註：2012年，欠了十二月數據），而 2009年當時仍處於全

球金融海嘯時期，但香港的升幅乃全球之冠 33%。 

 

外地熱錢的湧入作市場的投機，無論在住屋或商廈舖租，對香港普羅大眾深

感苦惱。 

 

圖中有兩個不同 10年的統計表，其中是住宅樓宇的租售、商舖的租售和工廈

與 CPI的相關比較。前十年(1992-2001如圖二) ：各項樓宇的租售升幅，可以看

出對 CPI都沒有什麼相關聯<Sig(2-tailed)>。但近十年(2002-2011如圖一) 任何樓

宇的價格變動，對 CPI有明顯的變化，即與普羅大眾的生活有密切相關，可見政

府是不能莫視。 

 

商舖的租金升幅對民生的影響(0.93以上相關聯) ，而且對投資者來說，高租

金帶來盈利回報風險也增加。當然可以等待市場〈供應-需求〉來作調節，但代

價是漫長和痛苦的，因為這本來就是不健康的投機市場。 

 

單方面推出住宅印花稅而忽略工商物業的炒賣規管，只會令寫字樓及商舖租

金暴升，從而削弱本港的營商環境及優勢；令中小企業承受租金升幅的困擾，最

近已有不少經營二卅年的食店在旺區如銅鑼灣地段因大幅加租而結業或遷徙

了，如利苑麵家、珍味盞、蛇王二、富臨、阿一鮑魚、銀龍茶餐廳等具集體回憶

的老店均相繼抵不住而倒下。 

 

另方面，因工商物業升值及租金增幅所帶動之通漲亦與百姓民生息息相關，

實不可忽視，因部份 2012年第四季數據未齊全關係，暫不作對通脹的預測。但

請各位亦不可忽視如只單向規管住宅印花稅，而置工商抬價炒賣活動予不理，禍

害最終會轉嫁普羅消費者，提升消費物價指數，最後造成怨氣沖天，民不聊生。 

 

回望住宅方面的樓價，中國因全球金融海嘯，而在 2008年底至 2009年初，

推出 4萬億來振興市場，使中國城市的房價在 2009年迅即升幅一倍。前面提過

香港 2009年和 2012年的每月樓價相仿升幅，都十分不尋常，顯而易見 SSD的

政策形同虛設，是否應該加大力度來防止抄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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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建議：從本人圖表一可以看出，各租售形勢，都是已經環環相扣（全部有**

顯示），增加土地供應當然是最有效的方法，同時，BSD既然在住宅樓宇初見成

效，應該推廣至商舖工廈寫字樓，以免抄家有虛位入攝，串聯地影響正常市場，

影響投資環境，影響民生。 

 

 

 

此致！ 

 

葉國忠先生 

06.02.2013 



 

圖表一：2002-2011 住宅、商舖和分層廠廈與 CPI的關聯性 

住宅租售 商舖租售 廠廈租售 



 

圖表二：1992-2001 住宅、商舖和分層廠廈與 CPI的關聯性 

住宅租售 商舖租售 廠廈租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