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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文件  

《 2012 年稅務及印花稅法例  
(另類債券計劃 )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政府當局對代表團體意見書的回應  

 
 
  代表團體應法案委員會的邀請提交了意見書 1，本文

件載述政府對意見書的回應。  
 
 
一致贊成立法建議  
 
 
2 .   《 2012 年稅務及印花稅法例 (另類債券計劃 ) (修訂 )條
例 草 案 》 (條 例 草 案 )旨 在 促 進 和 推 動 香 港 伊 斯 蘭 債 券 市 場 的

發展。根據所收到的意見書，回應者一致贊成並大力支持立

法建議，政府對此感到鼓舞。意見書都指出，立法建議會促

使更多元化的金融產品在市場上推出，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

融中心及資產管理中心的地位。立法建議尤其可配合對以人

民 幣 計 價 的 伊 斯 蘭 債 券 的 需 求 ， 配 對 集 資 者 及 在 中 國 、 中

東 、 東 南 亞 以 至 世 界 各 地 對 伊 斯 蘭 金 融 產 品 有 興 趣 的 投 資

者，滿足雙方的集資和投資需要。部分意見書期望條例草案

能早日通過，讓市場人士可藉本港的平台發行伊斯蘭債券，

從而維持香港作為國際伊斯蘭金融門戶的競爭力。  
 
3 .   我們注意到，部分意見書表明贊成政府在草擬條例草

案時採用宗教中立的原則，以及訂立較闊的涵蓋範圍以廣納

各類伊斯蘭債券。  
 
 
技術意見  
 
 
4 .   有數份意見書提出了若干技術意見。當中不少意見書

指出政府於完成 2012 年 3 月展開的公眾諮詢後，已按情況在

擬定條例草案的條文時盡量採納所收到的意見。我們也留意

                                                 

1  回應者名單載於附件 A。  

CB(1)842/12-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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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回應者建議稅務局與金融界必須具有專業人才，以處理伊

斯蘭金融交易。餘下的意見主要關於條例草案所建議的幾項

合資格條件及稅務行政事宜。政府認為在市場發展和反避稅

政策之間需要取得合理的平衡，並已對該等事宜及回應者就

條文草擬方式提出的意見作出回應，詳情載於附件 B。  
 
5 .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2013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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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向法案委員會提交意見書的回應者名單  
 
 
政府感謝以下人士及機構向法案委員會提交意見書。  
 
 
1 .  中銀香港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2 .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安永 ”)  
3 .  黎雅明律師行  
4 .  至善培訓及教育機構有限公司  
5 .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羅兵咸永道 ”)  
6 .  渣打銀行  
7 .  香港銀行公會  
8 .  香港有限制牌照銀行及接受存款公司公會  
9 .  香港大律師公會  
10 .  香港投資基金公會  
11 .  香港律師會  
12 .  香港稅務學會  
13 .  財資市場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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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政府就代表團體提交的意見書的詳細回應 

 
條例草案的有關條文 有關代表團體的意見 政府的回應 
《 稅務條例》 附表

17A 第 2(3)(f) 、

3(2) 、

6(2)(a)(ii)(B) 、

10(3) 及 10(9)(b)(i)條 

可加入條款容許發債人為調整投資

回報，持有一筆儲備作為應付突發

事故或賠償合約(保險)之用。亦可

考慮以“賠償合約” 取代“保險”一
詞。 
[黎雅明律師行] 

有關條款並沒有禁止發債人持有儲備以作應付突發事故或購買保險之用。附

表 17A 第 10(3)條用作計算在指明投資安排下支付的投資回報的公式中的“D”
及“E”已涵蓋容許發債人和發起人為調整投資回報而持有一筆儲備的情況。該

附表第 10(9)(b)(i)條明確提到保險賠款及清楚考慮到發債人可就某投資安排的

資產安排保險事宜的可能，而該條文提述“就….毁掉或喪失….任何類別的其他
補償”的涵蓋範圍廣泛。所以，該條文已涵蓋“賠償合約”。稅務局局長可在

《稅務條例》釋義及執行指引(“DIPN”)中進一步解釋這些事宜。 
 

《 稅務條例》 附表

17A 第 3(3)(b) 、

3(4) 、  10(3)條 

可考慮加入“交換或替代”等字詞以

涵蓋指明資產的變換。  
[黎雅明律師行] 
 

在附表 17A 第 3(3)條中，“處置”及“取得”等字眼的意思廣泛，足以涵蓋資產被

“交換或替代”的情況。該附表第 6(2)和 9(5)條就此情況在租賃安排和代理安排

的運作作出進一步闡釋。這亦適用於第 10(3)條。 

《 稅務條例》 附表

17A 第 4 條 
請釐清“關鍵時間”一詞。 
[黎雅明律師行;香港律師會] 

“關鍵時間”指在指明年期的某一時間。 
 
以一個年期為十年的計劃為例子。在第 3 年年終時，如對該計劃在該時間是

否一個指明另類債券計劃產生疑問，則關鍵時間指第 3 年年終時；如符合以

下條件，則該計劃在該時間是指明另類債券計劃— 
 

(a) 該計劃的條款，是附表 17A 第 2 條描述的另類債券計劃的條款，且在

該 3 年來一貫如此；及 
(b) 該計劃中的投資安排的條款，是附表 17A 第 6 至 9 條描述的指明投

資安排的條款，且在該 3 年來一貫是該條描述的同一指明投資安排的

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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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的有關條文 有關代表團體的意見 政府的回應 
《 稅務條例》 附表

17A 第 6(2)(a)(ii)(B)條
在 6(2)(a)(ii)(B)條的“及”一字，應

以“或”代替。  
[香港律師會] 
 

同意。我們會就此改動準備法案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 稅務條例》 附表

17A 第 12 條 
追溯合資格債券安排或合資格投資

安排資格的喪失，可能引致超出打

擊避稅計劃以外的非預期效果，因

為由於無法避免的商業情况而喪失

資格的安排將會與避稅的安排接受

相同處理和遭受懲罰。 
[安永] 

難以界定回應所述怎樣的 “無法避免的商業情况”會導致一項計劃突然不能符

合草案中訂明的合資格條件。政府關注可能有另類債券計劃為獲得稅務寬

免，在計劃早期被蓄意包裝以符合合資格條件，惟在接近計劃完結時分發極

明顯地超出合理商業回報或與利潤掛勾的票息。在這情况下，該安排本質上

是股本性質的伊斯蘭證券安排，而並非在經濟本質上等同債務安排。鑑於本

質為債務的伊斯蘭證券安排與傳統債券安排在經濟效益上無異，條例草案旨

在給予兩者相若的稅務待遇。原則上，第 12(3)及(4)條提述的喪失資格的規定

有合理的反避稅理據。 
 

《 稅務條例》 附表

17A 第 13 條 
《 印花稅條例》 第

47D(1)(a)條 

應提供更大彈性容許持債人享有較

佳回報，而不違反第 13 條的“合理

商業回報條件”。對伊斯蘭債券安

排在預定付款日可否分發波動的票

息，以及為何在整個年期連同每一

個付款時段所得的回報均須予以考

慮存有疑問。這條文沒有訂明任何

客觀方法以決定是否符合這條件。

條文亦應容許如通脹率等的若干調

整。此條件應予以撤消或通過

DIPN 釐清。稅務局局長如能就某

計劃是否符合這條件給予事先裁定

亦會有幫助。  
[黎雅明律師行;香港律師會;安永;
香港稅務學會;羅兵咸永道] 

根據《稅務條例》下的一般性原則，如果安排的形式及實質均屬真正的債務

安排，則該安排會視為債務安排。為了促進香港伊斯蘭債券市場的發展，條

例草案容許有關安排視為債務安排處理，只要其實質上是債務安排。在這大

前提下，附表 17A 第 13 條規定的“合理商業回報條件”要求有關安排產生的回

報不可超過將款項借出所會得到的合理商業回報。若安排未能符合“合理商業

回報條件”，上述將該安排視為債務安排處理的前提已不能成立。 
 
此條件並非旨在不允許持債人享有較佳回報或限制市場上伊斯蘭債券產品的

回報，亦沒有意圖為市場隨意訂定何謂合理商業回報。它只會影響該伊斯蘭

證券可否視為債務安排。不符合此條件只表示該伊斯蘭證券不能為稅務緣故

視為債務安排。如伊斯蘭債券的經濟本質與傳統債券相類似，這條件不會對

伊斯蘭債券的吸引力造成任何影響，而伊斯蘭債券安排亦不會僅因支付浮動

票息而喪失獲視為債務安排的資格。 
 
由於伊斯蘭概念的伊斯蘭證券包含多種工具，這條件有其必要性。就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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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的有關條文 有關代表團體的意見 政府的回應 
的回報而言，某些伊斯蘭證券類似債務，某些則與股本利潤掛勾。條例草案

旨在給予本質為債務的伊斯蘭證券安排與傳統債券安排相若的税務待遇，因

兩者在經濟本質上無異。故此，稅務局局長須考慮該工具的每一付款時段以

及整個年期給投資者的回報數額，以便決定是否信納另類債券計劃的債券的

回報款額不會超過借出等同發債所得的款項所會得到的合理商業回報。 
 
為了給予市場更清晰的訊息，稅務局局長會在 DIPN 中詳細解釋此條件的運

作。稅務局局長有意排除以下類型的伊斯蘭證券： 
i. 其固定回報或利差大幅超出類似條款和風險的商業債務證券的合理

回報；及 
ii. 其預期或實際的定期分發與利潤互相掛勾，因為這些證券回報的模

式顯示該工具屬股本性質的伊斯蘭證券(所以並非《稅務條例》下的

債務安排)。 
 

市場當時的情況(包括利率和通脹)、發債人的信貸評級和產品的條款等都是整

體考慮的因素。如有存疑，納税人亦可根據《税務條例》第 88A 條申請事先

裁定。 
 
在《印花税條例》 (第 117 章)第 2(1) 條中，“借貸資本”一詞的定義亦採用類

似“合理商業回報”的條件，以助印花税署署長決定投資產品是否屬借貸資本

而獲豁免徵收證券印花税。該定義自 1981 年起被採用至今。 
 

《 稅務條例》 附表

17A 第 15(c)條 
《 印花稅條例》 第

47D(1)(c)條 

可於“在香港銷售”前加入 “全部或

部分”等字眼。 
[香港律師會;黎雅明律師行] 

這項政策的目的是：如在指明另類債券計劃下發行的另類債券只有部分在香

港銷售，已足以符合“與香港關連”條件。這理解與稅務局現時就《 稅務條

例》第 16(2)(f)(ii)條提述“在香港銷售”的釋義一致。 
 

《 稅務條例》 附表

17A 第 16 條 
政府已積極採納早前的建議，放寬

“ 長年期條件”至涵蓋年期不多於

在過去 10 年，90%在全球發行的伊斯蘭債券的年期不多於 15 年。事實上，當

中超過一半是 5 年或少於 5 年的短期債券。建議的條文已在推動市場發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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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的有關條文 有關代表團體的意見 政府的回應 
15 年的伊斯蘭債券產品。儘管如

此，有兩位回應者仍建議撤消這項

條件。  
[羅兵咸永道;安永] 
 

針對避税的需要之間取得合理的平衡。為配合未來的市場發展需要，附表

17A 第 16(2)條訂明財政司司長可藉憲報公告，修訂第(1)款指明的年期。 
 

《 稅務條例》 附表

17A 第 20(2)(b)條 
就《稅務條例》而言，在這條文

中引用“利息”一詞以給予税務寬免

是有需要的。可是，伊斯蘭債券市

場卻避免採用“利息”這字眼。理想

的做法是在 DIPN 中釐清這概念。 
[黎雅明律師行] 

附表 17A 第 20 條是重要條文。它把傳統債券在《稅務條例》下的稅務待遇應

用於指明另類債券計劃中的合資格債券安排。“發債人在該合資格債券安排下
須支付予持債人的額外付款”因此被視為“發債人須就向持債人借入的款項所支
付的利息”。這推定條文需要將《稅務條例》有關利息的條文 (如第 15(1)(f), 
(g)或(i), 16(1)(a) 及(2)條) 應用於額外付款，致使它們能在計算利得稅時被視

作利息評稅或扣減。有關條文與伊斯蘭金融律法禁止“利息”的原則無關。稅務

局局長會考慮在 DIPN 中釐清此概念。 
 

《 稅務條例》 附表

17A 第 24 條 
《 印花稅條例》 第

47J 條 

政府已積極採納早前的建議，縮短

備存紀錄的時限。可是，為確保伊

斯蘭債券的發行不會較傳統債券的

不利，備存紀錄的要求應進一步縮

短。  
[安永;羅兵咸永道] 

政府在無阻稅務局局長/印花税署署長妥善執行所需評稅和應付避稅的情況

下， 已進一步放寬有關要求。就《稅務條例》而言，附表 17A 第 24 條要求

保留有關文件直至計劃的年期完結後 3 年屆滿為止，或有關交易完成後 7 年

屆滿為止，以較遲者為準。就《印花稅條例》而言，第 47J 條要求保留有關

文件至計劃的年期完結後 1 年屆滿為止。我們已在稅務合規和反避稅的考慮

之間取得合理的平衡。 
 
我們從市場參與者得知，基於伊斯蘭債券的獨特結構，有關交易的文件一般

至少須在該債券的整個年期間保存。為符合資格獲得建議的稅務寬免或待

遇，建議發債人需要遵從的事宜已是極低的合規要求。修訂的備存紀錄要求

會使稅務局局長/印花税署署長能評定若干合資格條件 (如“合理商業回報條

件”和“發債人作轉付者條件”) 是否獲符合以及在撤回特別税務待遇和寬免後

就有關安排作出重新評税。以電子格式保存的業務紀錄亦可獲接受。 
 
香港稅務法例亦有先例，基於反避稅的考慮和交易的獨特性，就若干交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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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的有關條文 有關代表團體的意見 政府的回應 
特別的備存紀錄要求。例如：《印花稅條例》第 35(3)條要求所規定的登記

冊、陳述、其他紀錄及文件須於信託計劃存在期間及其後不少於 1 年內予以

保存。 
 

《 稅務條例》 附表

17A 第 24 條 
請澄清以電子格式保存的紀錄是否

可獲接受。 
[黎雅明律師行] 

可以。《電子交易條例》 (第 553 章) 實施後，稅務局局長/印花税署署長接受

以電子格式保存的文件。就此，稅務局局長已在 2009 年 7 月發出一份名為“稅
務局是否接受以電子格式保存的業務紀錄作為稅務紀錄”的資料小冊子 
(http://www.ird.gov.hk/chi/pdf/pam60c.pdf )。 
 

《 稅務條例》 附表

17A 第 26 條 
《 印花稅條例》 第

4(5A)條 

無須就因喪失資格事件發生於超出

正常法定期限而延長發出補加利得

稅評稅或追討印花稅的期限。如因

反避稅問題，該延長期限可只適用

於非上市的伊斯蘭債券。  
[安永;羅兵咸永道] 

如條例草案的詳題所述，《稅務條例》的建議修訂旨在“將在經濟上等同債務
安排的若干類別安排，納入稅務規則的規管，該等規則與適用於債務安排的
規則相若”。於稅務局局長而言，為決定應給予的稅務待遇和責任，能夠確定

在伊斯蘭債券商品之下一連串交易的經濟本質 (而非單純法律形式) 是十分重

要的。故此，《稅務條例》第 60 及 79 條須予以變通，適當延長稅務局局長在

追溯撤銷特別稅務處理後可發出評稅或退還多繳稅款的正常期限。這對那些

因附表 17A 第 12(5)條涉及喪失資格事件的較長期伊斯蘭債券尤其有關。 
 
同樣地，如目前根據《印花稅條例》第 4(5)條加蓋印花期限屆滿時起計的 6
年期限不予延長，追討印花稅亦會遇到同樣問題。假如沒有建議的第 4(5A)條
的延長期限，這會明顯製造避稅漏洞，尤其是發債人和發起人很大可能是作

資產轉移的關聯者。 
 
經延長的期限不單使稅務局局長能發出補加評稅或印花税署署長能追回應繳

的印花稅，亦同時容許向納稅人退回多繳的稅款。當伊斯蘭債券的交易被定

為不能享有建議的特別稅務處理的資格，那些在早前的利得稅評稅中被評定

為“利息收入” 的票息付款會視為非應課稅的分發，而多繳的稅款可退回予持

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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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的有關條文 有關代表團體的意見 政府的回應 
是否在證券交易所上市不會改變有關交易的經濟本質。因此，我們不建議用

不同的稅務處理對待上市和非上市的伊斯蘭債券。 
 

現時《稅務條例》第

61 及 61A 條 
現時《稅務條例》第 61 及 61A
條的概括性反避稅規定應能提供稅

務局局長足夠權力去防止避稅，因

此無需要有針對性的反避稅規定。

[安永] 

《印花稅條例》沒有反避稅條文。因此，條例草案需要設有合理的措施，以

盡量減低避稅的可能。 
 
大部分資格條件(《稅務條例》附表 17A 第 13 至 19 條)並非純為反避税而訂

立。第 13 及 18 條分別反映傳統債務證券的利息支出和以作轉付的利息支

出。第 14 及 19 條分別反映傳統債務證券和傳統轉付債務證券的會計處理。

它們均用作區分類似債務的伊斯蘭證券和股本性質的伊斯蘭證券，確保該指

稱另類債券計劃在經濟效益上相等於典型傳統債務證券。加入第 15 條之作用

是鼓勵伊斯蘭債券與香港有關連，以推動香港金融市場的發展。 
 
所有資格條件憑藉《印花稅條例》第 47C 及 47D 條適用於印花稅。 

 
《 印花稅條例》 第

47F(3) 條 
建議的保證要求可以進一步放寬或

撤銷。請澄清該保證可否以有關財

產的第一押記達致。  
[香港律師會；安永] 

由於會因喪失資格而撤回先前給予的寬免，為保障税收，建議的保證要求是

需要的。 
 
印花税署署長會接納的保證包括批租土地財產的第一押記、上市股票的質押

或銀行擔保。有關的運作會在印花税署署長發出的指引予以闡明。該等選擇

可讓發起人或發債人更靈活地符合保證要求，及減低他們的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