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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  

《稅務條例》  

(第 1 1 2 章 )  

《稅務 (稅收徵管互助公約 )令》  

引言  

 在二零一八年七月十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行政長

官 指 令 根 據 《 稅 務 條 例 》 (第 112 章 )第 49 ( 1A )條 的 規 定 ， 作 出
《稅務 (稅收徵管互助公約 )令》 (「《命令》」 ) (附件  A )，使《稅
收徵管互助公約》 (「《公約》」 )在香港生效。《公約》讓香港有
效地履行在國際稅務合作方面的責任。  

理據  

國際稅務合作  

2 .  近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經合組織」 )提出稅務事宜自
動交換財務帳戶資料 (「自動交換資料」 )及打擊侵蝕稅基及轉移利
潤  (「 BEPS」 )方 案 ， 以 分 別 提升稅 務 透 明 度 和打擊 跨 境 逃 稅 活
動。稅務管轄區之間為稅務目的交換資料 (「交換資料」 )是達成該
兩項國際稅務合作措施的重要元素。  

3 .  自動交換資料的共同匯報標準規定財務機構須識辨申報稅

務管轄區的稅務居民所持有的財務帳戶，並收集所需資料向稅務

當局申報。為履行香港在二零一四年九月為實施自動交 換資料所

作出的承諾，我們須自 二零一八年九月起每年與其他稅務管轄區

交換收集所得的資料。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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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BE PS 方案旨在打擊跨國企業利用經濟體之間稅務規則的差
異及錯配，人為地把利潤轉移至只有很少或沒有經濟活動的低稅

或無稅地方。香港在二零一六年六月承諾實施 BEPS 方案，因此我
們須要落實自動交換國別報告和自發交換稅務裁定資料 1。就前一

項規定而言，集團年度總收入不少於 7 . 5 億歐元 (或 6 8 億港元 )的
跨國企業集團的最終母實體須向各自的稅務當局提交國 別報告，

用以與其他稅務管轄區進行自動交換資料。就後一項規定而言，

香港一般不會與其他稅務管轄區進行自發交換資料，但為了符合

BE PS 方案的最低要求，六種特定的稅務裁定 2則屬例外。  

採用雙邊模式交換資料的限制  

5 .  香港現時交換資料的網絡是以 40 份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
定 (「全面性協定」 )及 7 份稅務資料交換協定 (「交換協定」 )為依
據的。我們正努力繼續 擴大我們的協定網絡。雖然我們可以在這

些雙邊協定的基礎上按自動交換資料和 BEPS 方案的規定交換稅務
資料，但隨着國際社會交換稅務資料的範圍和網絡不斷擴大，這

種模式愈來愈不切實際。尤其是經合組織要求參與自動 交換資料

的稅務管轄區須在二零一八年九月或之前與廣泛網絡的伙伴進行

首次自動交換資料。歐洲聯盟 (「歐盟」 )亦預期香港的交換資料網
路在二零一八年或之前覆蓋全部 28 個歐盟成員國，而我們至今僅
與 18 個歐盟成員國簽訂了全面性協定或交換協定。我們擴展稅務
協定網絡的速度實在不足以趕及兌現香港就自動交換資料和 BEPS
方案交換稅務資料的承諾。  

6 .  經合組織和歐盟均十分重視自動交換資料和 BEPS 方案的

如期落實。事實上，它們亦已各自根據各個相關的稅務管轄區符

合相關規定的情況，制訂「不合作」稅務管轄區名單 3。「不合

                                                           

1 當一方未有被要求而向另一方提供相信對該方有利的資料，即資料屬自發交換。  
2 經合組織規定六種特定的稅務裁定資料須自發交換，即 ( i)與優惠制度有關的裁
定； ( i i )單方面的預先定價安排或其他就跨境轉讓定價作出的單方面裁定； ( i i i )
就調低應課稅利潤的跨境裁定； ( iv)就常設機構的裁定； (v)就關聯轉付公司的裁
定；以及 (vi)任何在沒有自發交換資料情況下會引起 BEPS 問題的其他各類裁定。  

3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五日，歐盟首次公布「不合作」稅務管轄區名單。二零一八
年五月二十五日， 7 個稅務管轄區 (美國薩摩亞、關島、納米比亞、帕勞、薩摩
亞、特立尼達和多巴哥，以及美屬維爾京群島 )因未能符合歐盟有關公平課稅、
稅務透明度，及／或實施打擊 BEPS 標準三方面的規定，而被列入名單。有關名
單至少每年更新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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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稅務管轄區或會遭受抵制措施，其投資和營商吸引 力會因而

下降。抵制措施可能包括被其他稅務管轄區徵收預扣稅項，以及

在計算須在當地應繳稅款時不獲扣減交易成本。  

把《公約》的適用範圍延伸至香港  

7 .  《 公 約 》 由 經 合 組 織 和 歐 洲 委 員 會 在 一 九 八 八 年 共 同 訂

立，其後在二零一零年藉議定書修訂。《公約》提供多 方平台，

讓參與的稅務管轄區可 與其他參與方就評稅和徵稅事宜商定一切

可行形式的徵管合作，包括以各種方式交換資料。加入《公約》

可使香港與廣泛網絡的伙伴按自動交換資料和 BEPS 方案的規定交
換稅務資料。  

8 .  《公約》僅開放予國家簽署，而各簽署國可指明《公約》

的適用地區。因應香港的要求，中央人民政府 (「中央政府」 )在二
零一七年五月原則上同意把《公約》的適用範圍延伸至 香港。截

至二零一八年七月二日，共有 1 2 4 個稅務管轄區參與《公約》，
其中有 1 7 個藉地域延伸身分加入 (附件  B )。  

9 .  中央政府就《公約》的適用範圍延伸至香港所作出的聲明

(「延伸聲明」 )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在經合組織登記。延伸
聲明載有中央政府根據《公約》就香港作出的保留事項和聲明 (附
件  C )。為使《公約》在港生效的日期與香港承諾實施自動交換資
料的時間一致，中央政府在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就香港進行

自動交換資料的生效日期作出單方面聲明 (「單方面聲明」 )，並將
之交存至經合組織。《公約》將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一日 在香港生

效 4。  

1 0 .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須根據《稅務條例》第 4 9 (1 A )條作
出命令，使《公約》在香港生效。《命令》 (附件 A )載述《公約》
全文，以及中央政府據此就香港作出的保留事項和聲明 。尤其值

得留意的是，按照《公約》相關條文下所作出的保留事 項，香港

                                                           

4 根據《公約》第 29 條第 2 款，任何國家在任何較後日期，可藉致予其中一名保
存人的聲明，將《公約》的適用範圍延伸至該聲明中指明的其他任何地區。就

該地區而言，凡該保存人於某日收到該聲明，在該日之後的三個月屆滿當日的

翌月份的首日，即為該公約的生效日期。由於延伸聲明在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

九日在經合組織登記，《公約》將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一日在香港生效。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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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不會向其他稅務管轄區提供其他形式的稅務協助 (如追討稅收申
索／罰款和稅務調查 )。該《命令》須提交立法會按先訂立後審議
的程序審議。待完成所需的立法和行政程序後，香港將可在《公

約》的基礎上與其他稅務管轄區交換資料。  

1 1 .  香港曾承諾在二零一八年九月與其他稅務管轄區，包括所

有歐盟成員國，進行首 次自動交換資料。因此，香港必須盡快實

施《公約》，以兌現本港所作出的承諾，並確保如期落實自動交

換 資 料 。 否 則 ， 香 港 可 能 被 經 合 組 織 及 ／ 或 歐 盟 標 籤 為 「 不 合

作」稅務管轄區，令本港國際金融中心的聲譽受損。為使香港能

如期開展首輪自動交換資料，《命令》將於刊憲當天 (即二零一八
年七月十三日 )生效，而非待整段為期 4  9 天的先訂立後審議期完
結後才生效。我們在二零一八年七月三日向財經事務委員會簡介

此 安 排 ， 並 解 釋 《 命 令 》 盡 早 生 效 的 需 要 。 委 員 會 委 員 察 悉 此

事，並無異議。  

根據《公約》實施交換資料  

1 2 .  香港亦須簽訂有關自動交換資料和自動交換國別報告的多

邊主管當局協議。該兩份多邊主管當局 協議由稅務局局長作為香

港在《公約》下的主管當局簽署，當中載述稅務當局之間交換資

料的規範，包括保密要求、資料交換時間及傳送方式等。  

1 3 .  《公約》包含保護私隱和所交換的資料予以保密的保障措

施，以確保私隱不會受損。所有《公約》締約方均須履 行有關責

任。若有稅務管轄區未有履行責任，我們可暫停與該稅務管轄區

交換資料，直至我們信納對方會遵守有關責任為止。  

其他方案  

1 4 .  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稅務條例》第 4 9 (1 A )條作
出命令，是實施《公約》的唯一方法，並沒有其他可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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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  

1 5 .  《命令》的主要條文如下：  

( a )  第 2 條宣布為施行《稅務條例》第 49 (1 A )條，以下
安 排 須 具 有 效 力 ： ( i )  中 央 政 府 簽 署 的 《 公 約 》 ；
( i i )  中 央政府作出的延 伸聲明，以及根 據《公約》
作出並適用於香港的保留事項和聲明；及 ( i i i )單方面
聲明 (「安排」 )  ；  

( b )  第 3 條指明安排；  

( c )  附表 1 列出《公約》全文；  

( d )  附表 2 列出根據《公約》作出並適用於香港的保留事
項和聲明；  

( e )  附表 3 列出根據《公約》第 28 條第 6 款作出的單方
面聲明。  

立法程序時間表  

1 6 .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刊登憲報  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三日  

 《命令》生效  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三日  

 提交立法會  二零一八年十月十日  

建議的影響  

1 7 .  建議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建議不會影

響《稅務條例》及其附屬法例現有條文的約束力，對環 境、性別

議題、家庭或生產力沒有影響。除了附件 D 有關對經濟影響一段

所述外，建議對可持續發展也沒有影響。建議對經濟、 財政及公

務員的影響載於附件  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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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諮詢  

1 8 .  我們已在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五日、

二零一八年一月八日及二零一八年七月三日舉行的會議上，向委

員簡介把《公約》的適用範圍延伸至香港的建議；委員 對此並無

異議。我們亦在二零一七年四月發信予相關持份者，包括財務機

構、監管機構、商會和專業團體，就政府擬參與《公約》提供最

新情況。  

宣傳安排  

1 9 .  我們會在向立法會提交《命令》前發出新聞稿，並會安排

發言人解答查詢。  

背景  

2 0 .  中國在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成為《公約》第 56 個簽約
國。中國在二零一五年 十月交存《公約》的批准書時，同時聲明

《公約》不適用於香港 及澳門。《公約》自二零一六年二月一日

起在中國生效。  

查詢  

2 1 .  如對本摘要有任何查詢，請聯絡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首席助

理秘書長 (庫務 )羅業廣先生 (電話： 28 1 0  23 17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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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稅收徵管互助公約）令〉

第1條

《稅務（稅收徵管互助公約）令〉

（自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稅務條例〉（第112章）第49(1A）條作
出）

1. 

2. 

3. 

釋義
在本命令中一一一
f公約＇） (Convention）指在1988年1月25日於斯特拉斯堡簽

訂的、經2010年5月27日於巴黎簽訂的議定書所修訂的
《 稅收徵管互助公 約 〉（此為 “Convention on Mutual

Administrative Assistance in Tax Ma設ers”的譯名）。

根據第物（lA）條作出的宣布
為施行 本條例 第49(1A）條，現宣布一一

(a) 於第 3(1）條指明的安排，已由中央人民政府訂立，
並適用於香港﹔及

(b) 該等安排的生效是屬於有利的。

指明的安排
(1) 為施行第2(a）條而指明的安排，載於一一

（吋 中央人民政府在 2013年 8 月27 日以英文簽署的
《公約〉

(b) 中央人民政府根據〈公約〉在2018年5 月29日以
英文作出的聲明和保留事項﹔及

(c) 中央人民政府根據〈公約〉在2018年6月25日以
英文作出的〈關於根據（自動交換財務帳戶資料多
邊主管當局協議〉進行資料交換的生效日期的聲
明〉（此為 “Declaration on the Effective Date for
Exchanges of Information under the Multilateral
Competent Authority Agreement on Automatic
Exchange of Financial Account Information”的譯名）。

附件A

































 

  

附件 B 

參與《稅收徵管互助公約》的稅務管轄區  

(截 至 二 零 一 八 年 七 月 二 日 )  

1 .  阿爾巴尼亞  
2 .  安道爾  
3 .  安圭拉 #  
4 .  阿根廷  
5 .  亞美尼亞  
6 .  阿魯巴 #  
7 .  澳大利亞  
8 .  奧地利  
9 .  阿塞拜疆  
1 0 .  巴哈馬  
1 1 .  巴林  
1 2 .  巴巴多斯  
1 3 .  比利時  
1 4 .  伯利茲  
1 5 .  百慕達 #  
1 6 .  巴西  
1 7 .  英屬維爾京群島 #  
1 8 .  文萊達魯薩蘭國  
1 9 .  保加利亞  
2 0 .  布基納法索  
2 1 .  喀麥隆  
2 2 .  加拿大  
2 3 .  開曼群島 #  
2 4 .  智利  
2 5 .  中華人民共和國  
2 6 .  哥倫比亞  
2 7 .  庫克群島  
2 8 .  哥斯達黎加  
2 9 .  克羅地亞  
3 0 .  庫拉索 #  
3 1 .  塞浦路斯  
3 2 .  捷克共和國  
3 3 .  丹麥  
3 4 .  多米尼加共和國  
3 5 .  薩爾瓦多  
3 6 .  愛沙尼亞  
3 7 .  法羅群島 #  

3 8 .  芬蘭  
3 9 .  法國  
4 0 .  加蓬  

 
#  藉地域延伸身分加入  

4 1 .  格魯吉亞  
4 2 .  德國  
4 3 .  迦納  
4 4 .  直布羅陀 #  
4 5 .  希臘  
4 6 .  格陵蘭 #  
4 7 .  格林納達  
4 8 .  危地馬拉  
4 9 .  根西島 #  
5 0 .  香港 #  
5 1 .  匈牙利  
5 2 .  冰島  
5 3 .  印度  
5 4 .  印度尼西亞  
5 5 .  愛爾蘭  
5 6 .  萌島 #  
5 7 .  以色列  
5 8 .  意大利  
5 9 .  牙買加  
6 0 .  日本  
6 1 .  澤西島 #  
6 2 .  哈薩克斯坦  
6 3 .  肯尼亞  
6 4 .  韓國  
6 5 .  科威特  
6 6 .  拉脫維亞  
6 7 .  黎巴嫩  
6 8 .  利比里亞  
6 9 .  列支敦士登  
7 0 .  立陶宛  
7 1 .  盧森堡  
7 2 .  澳門 #  
7 3 .  馬其頓  
7 4 .  馬來西亞  
7 5 .  馬爾他  
7 6 .  馬紹爾群島  
7 7 .  毛利求斯  
7 8 .  墨西哥  
7 9 .  摩爾多瓦  
8 0 .  摩納哥  
8 1 .  蒙特塞拉特島 #  
8 2 .  摩洛哥  

8 3 .  瑙魯  
8 4 .  荷蘭  
8 5 .  新西蘭  
8 6 .  尼日利亞  
8 7 .  紐埃  
8 8 .  挪威  
8 9 .  巴基斯坦  
9 0 .  巴拿馬  
9 1 .  巴拉圭  
9 2 .  秘魯  
9 3 .  菲律賓  
9 4 .  波蘭  
9 5 .  葡萄牙  
9 6 .  卡塔爾  
9 7 .  羅馬尼亞  
9 8 .  俄羅斯  
9 9 .  聖基茨和尼維斯  
1 0 0 .  聖盧西亞  
1 0 1 .  聖文森特和格林納丁斯  
1 0 2 .  薩摩亞  
1 0 3 .  聖馬力諾  
1 0 4 .  沙特阿拉伯  
1 0 5 .  塞內加爾  
1 0 6 .  塞舌爾  
1 0 7 .  新加坡  
1 0 8 .  聖馬丁島 #  
1 0 9 .  斯洛伐克共和國  
1 1 0 .  斯洛文尼亞  
1 1 1 .  南非  
1 1 2 .  西班牙  
1 1 3 .  瑞典  
1 1 4 .  瑞士  
1 1 5 .  突尼西亞  
1 1 6 .  土耳其  
1 1 7 .  特克斯和凱科斯群島 #  
1 1 8 .  烏干達  
1 1 9 .  烏克蘭  
1 2 0 .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1 2 1 .  英國  
1 2 2 .  美國  
1 2 3 .  烏拉圭  
1 2 4 .  瓦努阿圖  



 

 

 

附件 C 

中央人民政府在《稅收徵管互助公約》下  
就香港作出的保留事項和聲明一覽表  

 保留事項／聲明   目的 *  

1 .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

別行政區基本法》，中華人民

共和國政府決定依據《公約》

第 29 條第 2 款，《公約》適
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
特區」 )。  

 聲明《公約》適用於香港。  

2 .  中華人民共和國依據《公約》

第 30 條第 1.b、 1.d 及 1.e 款
所作的三項保留，均適用於香

港特區。  

 作出保留，訂明香港不會依據
《 公 約 》 協 助 (a)追 討 稅 收 申
索 ／ 罰 款 ； (b)送 達 文 件 ； 以
及 (c) 透 過 郵 遞 方 式 送 達 文
件。  

3 .  中華人民共和國依據《公約》

第 30 條 第 1.a 款 所 作 的 保
留，以及根據《公約》第 2 條
第 1 款、第 3 條第 1.d 款及第
4 條第 3 款所作的三項聲明，
均不適用於香港特區。  

 訂明中央人民政府所作的相關
保留和聲明不適用於香港。  

4 .  依據《公約》第 30 條第 1.a
款，香港特區不就《公約》第

2 條第 1.b 款所列的其他各方
的任何類別的稅項，提供任何

形式的協助。  

 作 出 保 留 ， 訂 明 香 港 只 會 就
《公約》所訂的基本稅種 (即
第 2 條第 1.a 款所列者 )提供
協助。  

5 .  依據《公約》第 30 條第 1.c
款，凡《公約》於某日就香港

特區生效，如稅收申索在該日

已存在，或 (如有關乎有關類
別的稅項的保留依據《公約》

 作出保留，訂明就《公約》在
香港生效當日已存在的稅收申

索，或就上述第 2 或 4 段所作
保留撤銷當日已存在的稅收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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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留事項／聲明   目的 *  

第 30 條第 1.a 或 1.b 款作出 )
在 該 項 保 留 被 撤 回 當 日 已 存

在，香港特區不就該等稅收申

索提供協助。  

索，香港不會提供協助。  

6 .  依據《公約》第 30 條第 1. f
款，凡《公約》於某年就香港

特區生效，香港特區只將《公

約》第 28 條第 7 款，應用於
該年之前的第三個年份的 1 月
1 日當日或之後開始的課稅期
所關乎的行政協助，或 (如沒
有 課稅期 )只將第 28 條 第 7
款，應用於該年之前的第三個

年份的 1 月 1 日或之後產生的
徵稅行為所關乎的行政協助。  

 作出保留，訂明關於涉及根據
請求方刑事法例可予檢控的蓄

意行為的稅務事宜，香港保留

權利不會就《公約》在香港生

效當年之前的第三個年份的一

月一日前 (基於《公約》於二
零一八年在香港生效，即在二

零一五年一月一日前 )產生的
徵稅行為，提供任何協助。  

7 .  依據《公約》第 2 條第 1 款，
《公約》適用於根據香港特區

法律徵收的、由其稅務機關管

理的以下稅項—  

第 2 條第 1.a . i 款：  

-  利得稅；  

-  薪俸稅；及  

-  物業稅。  

 就《公約》適用於香港的稅種
作出聲明。  

8 .  依 據 《 公 約 》 第 3 條 第 1.d
款，香港特區的主管當局，是

香港特區政府的稅務局局長或

其授權代表。  

 就香港主管當局的定義作出聲
明。  

9 .  就《公約》適用於香港特區而

言，《公約》第 3 條第 1.e 款
所提述者是任何擁有香港特區

 依據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
通常採用的擬訂方式，就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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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留事項／聲明   目的 *  

居留權的人，或在香港特區成

立為法團或以其他方式組成的

人。  

「國民」的定義作出聲明。  

1 0 .  依據《公約》第 4 條第 3 款，
在遵照《公約》第 5 條將關於
香港特區居民或國民的任何資

料傳送予另一方之前，香港特

區可通知該居民或國民。  

 聲明當依據《公約》處理交換
資料請求時，香港在向締約另

一方傳送涉及香港居民或國民

的資料前，可通知該居民或國

民。  

1 1 .  依據《公約》第 9 條第 3 款，
香港特區的行事常規是不會接

受《公約》第 9 條第 1 款提述
的請求。  

 聲明香港一般不會接受境外稅
務調查的請求。  

*  只供參考，不屬擬在《公約》加入的保留事項和聲明，也不屬《命令》的一部
分。  



 

 

附件 D 

 

建議對經濟、財政及公務員的影響  

對經濟的影響  

 建議可顯示香港致力提高稅務透明度和參與國際稅務合作

的承諾。這對香港保持國際金融及商業中心的競爭力和聲譽，以

及避免被經合組織及／ 或歐盟列為「不合作」稅務管轄區，尤其

重要。  

對財政和公務員的影響  

2 . 政府已提供額外資源，以供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和稅務局在

二零一七至一八年度及往後年度，就國際稅務合作事宜 與各稅務

管 轄 區 商 討 協 定 、 與 持 份 者 溝 通 、 進 行 立 法 工 作 及 落 實 各 項 安

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