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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李家超第二份《施政报告》：楼市“减辣”、下调股票
印花税，多管齐下抢人才、拼创科、促生育

展开更多

21世纪经济报道见习记者 张伟泽 香港报道

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李家超10月25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发表任内的第二份施政报告。

《施政报告》涵盖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抢人才等多个领域的政策措施，其中，关于楼市、股市、创科
发展以及鼓励生育方面的内容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楼市“减辣”

本次《施政报告》指出，防止短期炒作的额外印花税的适用年期将由3年缩短至2年，业主在持有物业两
年后出售物业，不用再缴付楼价10%的额外印花税。同时，针对非香港永久居民的买家印花税和针对第
二套及以上买家的新住宅印花税的税率减半，由15%减至7.5%。

李家超表示，有关安排有助减轻已拥有住宅物业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在购买住宅物业时的财政负担，以及
非香港永久性居民购买住宅物业的成本。

《施政报告》还优化了去年为合资格外来人才退还在港置业印花税的安排，由“先征后退”改为“先免后
征”。由原先在购买时征收相关税金在成为香港永久居民后返还，改为在购入物业时先暂免征收相关税
项，若相关人士其后未能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才需缴付相关税项。

美联物业住宅部行政总裁（港澳）布少明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非永久香港居民也是香港住宅市
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先买后征”的新政策也能够减缓他们购房压力，从而释放他们的购房需求。

为帮助楼市发展，香港金管局于今年7月曾放宽非住宅物业按揭贷款的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措施，包括
放宽3000万港元以下自住物业的按揭上限。

不过该措施收效甚微，据特区政府土地注册处和戴德梁行研究部的数据显示，2023年第三季度的私人住
宅成交量为9174宗，按季度大幅减少25%，同比下跌21%。而今年前三季私人住宅成交量则为35000多
宗，比2022年同期减少约3%。价格方面，美联楼价指数显示，2023年1-4月，香港楼价较2022年12月
低点上涨6.31%，但今年以来的升幅到9月就已全部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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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少明进一步表示，虽然离业界预期仍有一定距离，本次《施政报告》提出的措施对于楼市仍有正面影
响。一些此前持观望态度而累积的购买力会逐步释放，预计第四季度香港楼市的交投量会从第三季度的
6000宗增加至8000宗。而楼价预计会在交投量的带动下逐步回稳。

仲量联行香港主席曾焕平表示，本次“减辣”会带来短期刺激，预计未来一个多月的住宅成交量会上升
10％至20％。仲量联行原预期楼价于第四季下跌3%至5%，在新政策下跌幅会收窄至2%至3%。但他表
示，在外围经济欠佳、全球利息环境高企、香港股市表现欠佳等不利因素下，新措施恐无法扭转楼价跌
势，明年楼市表现仍不乐观。

股市“降税”

针对此前市场热议的股票印花税，本次《施政报告》指出，香港股票印花税将由目前的0.13%（双边）
下调至0.1%（双边），目标在11月底前完成立法程序。

报告还提到，促进股票市场流动性专责小组提出其他提升股票市场竞争力和促进其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包括促进海外发行人上市、便利上市人回购股份、维持恶劣天气下交易、优化交易机制和拓展市场推广
等，以及未来继续优化市场的建议方向，已要求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与港交所密切合作，全面研
究如何落实。

香港业界对此不太满意，截至10月25日收市，港交所股价下跌4.07%，报278.2港元/股。香港证券及期
货专业总会对于《施政报告》的回应就指出，本次股票印花税下调力度“杯水车薪”，难以应对当前市场
面临的严峻挑战，更遑论有效提升港股市场的吸引力及流动性。

不过，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殷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印花税的下调并没有太大
意义。他认为政府可能已经发现了市场所出现的问题，但解决方案并不能让人满意，减少股票印花税并
不能改变港股流动性不足的结构性问题。他进一步表示，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对于香港金融市场会有更
大帮助，会给金融市场带来更多活力，同时也期望能见到更多推动人民币融资和绿色融资的措施。

在新一期《施政报告》提到，将落实“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 ，使在香港投资于股票、基金、债券等资产
（房地产除外）3000万港元或以上的合资格投资者，可以透过计划申请来港，以增强香港资产及财富管
理、金融及相关专业服务界别的发展优势，细节今年内公布。

《施政报告》也提到，将会继续支持港交所积极向东盟和中东等市场推广香港上市平台，并继续检视认
可交易所的范围以便利海外企业在港第二上市。

澳洲会计师公会大中华区分会会长吕志宏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受美国加息等外围环境影响，今
年香港新股集资活动相对低迷，在此情况下，澳洲会计师公会对此项措施表示欢迎，因为积极拓展海外
市场除了能帮助提升新股市场表现，还能进一步提升香港IPO市场的多元化程度，为港股市场未来发展
拓展新空间。

《施政报告》亦提及政府会继续与其他区域建立更紧密的经贸合作关系，而东盟国家和中东等市场具有

不少有潜力的高质素企业，通过经贸合作和上市融资，不仅可以帮助加快香港新股市场的复苏速度，进
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相信还能吸引更多海外新资金流入港股市场。

抢人才、拼创科

在积极推进“抢人才”方面，本份《施政报告》也有不少着墨。

《施政报告》指出，香港特区政府将在2023年10月底成立实体“人才服务办公室”，为来港人才提供支
持、制订人才招揽策略、跟进人才入境后的发展和需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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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施政报告》也对“高才通”名校名单进行了扩容。名单一共增加8所学校，其中内地的学校新增武
汉大学、西安交大、哈工大3所大学；而另外5间海外院校是分别来自瑞士和荷兰的酒店管理专科院校。

吴卓殷对记者表示，目前香港政府“抢人才”的相关政策的方向是正确的。香港与其他城市对比，对于外
来人口的政策相对还是比较宽松的。但最终要把人才留下来，还是需要劳工市场有足够的需求。

李家超表示，截至9月底香港各项输入人才计划已吸引约16万宗申请，当中超过10万宗获批，约6万人
已抵港。但他表示，抢人才不是会一场停顿的游戏，因为不只香港，全世界都在竞争，他以划艇作为例
子，如果自己不划，别人就会赶上，必须长期竞争才能比得上别人。

与此同时，创科发展也一直是香港发展的重点。

《施政报告》提出，香港要成立“新型工业发展办公室”，推进“新型工业化”，香港特区政府将设立100亿
元“新型工业加速计划”，为推动下游的新型工业发展，政府会为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
先进制造与新能源科技的企业，提供更多资助。

香港量子人工智能实验室中心主任陈冠华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发展 “新型工业化”能够补齐香港
工业化基础薄弱的短板，同时能为在香港的创科企业提供相应的配套设施，帮助香港孵化的初创企业能
够留下来。

《施政报告》也提出，香港特区政府将会探讨让新型工业加速计划下的企业可更弹性聘用非本地技术人
员，及适度放宽使用资助聘用研究人才的限制。

陈冠华同时提出，期望在新的《施政报告》框架下，能够加强香港与大湾区其他城市人员的流动。他指
出，虽然现在有针对研发人员的签证，但所要花费的时间成本仍是企业不能接受的。希望未来能够在河

套地区能直接聘用非本地人才，以帮助香港创科企业发展。

数据过境也是创科业界关注的重点。《施政报告》也提出要推动数据跨境流动，今年6月内地与特区签
订合作备忘录，促进内地数据在大湾区内跨境安全流动。政府正与广东省商讨在大湾区以先行先试方
式，简化内地个人数据流动到香港的合规安排，便利大湾区内包括金融、医疗等跨境服务提供。

香港立法会议员尚海龙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除了资金通和人才通，还需要增加数据通。数据过
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涉及数据安全以及两地不同的法律制度等问题。目前要先从少量非敏感数据过

境开始逐步推进至批量化的数据过境，这对于相关学科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鼓励生育

近年，香港出生率屡创新低。政府统计处的数字显示，2022年香港出生婴儿的人数创新低，只有32,500
名婴儿出生，是自1960年以来新低。而在2020年及2021年，亦分别只有43,000及37,000名婴儿出生。

在众多措施中，最令人瞩目的便是2万港币的新生婴儿奖励金。《施政报告》指出，香港特区政府将设
立新生婴儿奖励金，向每名于今日起在香港出生而其父或母为香港永久性居民的新生婴儿发放一笔过2
万元现金奖励，为期三年。

同时香港特区政府也提高了新生婴儿家庭与居所有关的税项扣除最高限额，如纳税人与在今日或之后首

个出生的子女同住，其“居所贷款利息扣除”或“住宅租金税项扣除”的最高限额，将由10万元提高两成至
12万元，直至该名同住子女满18岁为止；

在新生婴儿家庭的居住环境上。香港房委会每次出售居屋及绿置居，会额外留10%的单位，让初生婴儿
家庭优先挑选；初生婴儿家庭申请公屋，也可缩减一年的轮候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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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表示，香港出生率持续处于低水平，本港夫妇平均子女数目下降至2022年的0.9名新低点。同
时，香港是全球最长寿的地区之一，65岁及以上长者占全港人口比例，将在未来十年内由两成攀升至近
1/3。他此前在接受其他媒体访问时也提到，香港人口下跌是结构性问题，香港出生率为0.77，较其他
地方低。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人口健康讲座教授叶兆辉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政府对生育问
题的关注很重要。这些措施对于生育率的提升会有一定帮助，但是光是经济补助措施并不能使香港生育
率有大幅提升，期望之后会有更全面的措施。 

李家超表示，政府推动属于市民生育的其中一个考虑，如果政府不采取任何措施，逆转低生育率的可能
性将相当低。他进一步表示，不论派发多少金额，都希望给予市民强烈信息，让市民明白政府愿透过政
策导向鼓励及支持生育。

（作者：张伟泽 编辑：李莹亮,朱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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