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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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第五册，第十五期，1 9 9 2No．1 ，23 9－28 0

對澳門稅制之檢討

發展及前景

黎溢年＊

（一）序 言

在公共集體中組織之國家，行政區或獨立地區，不論其主導基礎爲政治社會

或經濟社會，都需要財力資源用以展開各項能滿足社會或集體需求之有關活動，

即使在政府干預十分有限之自由經濟社會中——其干預只限於維持秩序及防務方

面——也需要資源使此等職能得以運作。

大部份具備財政獨立之國家或地區，不論其稅制是否協調，其實施之一般稅

項乃有關公共收入之主要來源，沒有出現此情况者之特例乃由於其獨特之經濟狀

况，例如一些擁有天然資源如石油，磷，鑽石等之國家，其大部份收入是來自開

發該等資源之專營權或來自該等收入之再投資①。

澳門地區有其本身之稅制（及課徵制度），訂定課徵制度之基本要素，介定

徵稅對象及各稅項之稅率及訂定給予豁免及其它稅務優惠之條件屬有關立法會之

權限，澳門地區之稅制和所有經濟已發展至某一程度之國家一樣，都是由各種不

同之稅項組成，其中包括按照收益，財產或財富及按照資產及勞務所徵收之稅項。

＊澳門財政司副司長及（葡國）財政部稅務局經濟顧問
①亦有某些國家及地區，由於地域細人口少的關係，由郵票及錢幣的發售、旅遊業及博彩業（

賭塲）等所得之公共收入能足以應付公共開支的需求。

註：本譯文由作者提供 ——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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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稅制之目的

稅制除作爲公共收入之一個來源外，透過適當地使用各項稅款，亦是一延續

經濟及社會政策之有力工具，可以這樣說，在已發展或發展中之國家，稅制已不

單止用作吸取資源用作公共行政活動之經費，且轉變爲一重要之政治工具因其對

整體經濟或本身經濟架構之逐漸改變具有影響。

事實上，在稅項及公共開支政策上所作之決定對資源之分配，收益及財富之

再分配及經濟之穩定及發展均有影響②。因政府或地區公共集體職能之改變及其

作爲社會經濟發展主要推動者之旣有角色使其需要有一個公共行政，其行政及技

術單位透過人力及物力資源快捷及有效地作出貢獻以達致政治層面上所訂下之目

標 。

爲着達致此等具有較大或較小發展目標而徵收稅務收入，當向各納稅人徵收

此等公共收入時必須尋求有效及公平。另一方面，稅制需符合經濟活動之需要及

需顧及國際經濟之競爭和需爲大衆所接受。

在使用經濟社會政策之工具即稅制時應考慮訂立此等一般性因素作爲研究之

基礎，可以問澳門地區稅制之目標及其發展之前景爲何。現時之行政過渡期應對

本地區之各種稅項及其管理作一檢討並對這些公共收入之來源及政策工具預估其

可行之修訂。

過去數年本地區現行公共收入之結構在重要性之編排方面都是一樣，最近三

年稅務收入之總平均（一九八八至一九九○年）約佔現行總收入之百分之二十八

，而從博彩專營合約所得之收入則佔百分之四十七③。所以，稅制之主要目的一

徵收公共收入——在澳門並沒有執行，雖然稅務收入並非本地區收入之主要來源

，但仍是公共收入之一重要來源，行政當局可以對其進行干預並尋求控制其發展

④ 。

使用稅項（及公共支出）作爲澳門經濟社會政策之優先工具之可能性是非常

低，主要在其對整體或經濟穩定之影響，由於來自公共收入特徵干預之限制，大

部份之公共收入都非行政當局所能控制——博彩之收入——，故此，受外部經濟

之影響極大，但是考慮到其獲得公共收入之能力，稅項可作爲資源分配之工具以

發展基建或經濟社會政策，即收益（及財富）之分配，資助給予低收入家庭優惠

之公共機構，例如興建及售賣經濟房屋及給予助學金。

②參閱澳洲稅務論壇1 9 90年 R i c h a r d M．B i rd“發展中國家稅制的角色”第3 9 5－ 4

1 0頁 。亦 可 參 閱 Mc G ra w－Hi l l B o o k Compan y 出 版 的 Ri c h a rd A．Musg ra ve 與

Peggy B．Musg rave 合著的“公共財政的理論與實踐”，第6－22頁，國際版第四版新

加 坡 1 9 8 7 年 。

③ 有 關 1 9 8 5 － 1 9 8 9 澳 門 地 區 經 常 性 收 入 的 架 構 可 參 閱 1 9 9 0 年 1 2 月 澳 門 政 府 《 行

政》雜誌第十期黎溢年著“澳門地區的公共收入”。1 990年度，幸運博彩專營收入佔經

常性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九點二，而稅收佔總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點八。

④參閱上 述一書 中的第8 9 8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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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無意把澳門之稅制轉變成公共收入之主要來源，似乎也不應把完善稅制

一事忽略，因爲有需要查看以往實施之條件是否最正確，即使在一個欲維持低課

徵水平之地區⑤。另一方面，應要經常留意在不久之將來可能會出現一些來自本

地區以外而可以影響公共收入來源之轉變⑥，除了希望稅制能有效運作外，在需

要更大支出之期間內也可提供可能需要之收入⑦。

另一個行政當局可以在本澳執行但不在本文提出之哲學是完全放棄而只是收

取用作支付活動之稅項。雖然沒有提出更詳細之解釋，我們認爲在澳門，爲着使

所有人都感覺直接參與政府之決定，應使用參與資助公共支出之原則，即使在低

課徵水平時，也根據其居民及在此獲得利益人士之納稅能力⑧。

作爲本地區特徵之低課徵壓力則仍然維持，似乎不應反對稅務收入應以簡單

之方式徵收，同時亦要有效率及公平，公平即指稅務收入應以有效率之方式徵收

，具有同時課徵情况之納稅人完全平等。另一方面，稅制本身必須協調，這即是

說，具有相同課徵能力或繳稅能力之納稅人應繳納同樣之稅款而具有較大能力之

人士則應繳納多些稅款⑨。

在此情况下，爲了能做到公平分配稅款，稅制應與法制協調而稅務行政當局

應具備行政及專業能力使稅制得以實施。似乎這應該或可以是實施稅制改革或完

善稅制之意義，不論獲取公共收入之目的爲何。

⑤至於香港的 情況，可參 閱1 98 7年 1 2月加拿 大稅務雜誌 中 B i l l L a m 與 Kaus ha l

T i k k u 合寫的“在香港經商的稅務問題”第1 46 7頁：“整體而言，稅制並不是香港政

府政策的一個主要工具。香港旣無外債，又無龐大的社會保障計劃，只有若干微不足道的防

務預算。課稅的目的只是籌集可供政府運作的收入”。同時亦可參考1 976年第三屆稅務

法例檢討委員會所作的稅制改革之研究“委員會關注到現時的利得稅制，並建議總督顧及香

港的經濟環境以能保證（ 1 ）維持較低的直接稅；（ 2 ）能有效地達到收入之稅率；（ 3 ）

及訂定能使行政手續旣簡單又慳錢的法例”。

⑥無人知道1 997年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會怎樣處理賭博問題。這正是澳門博彩旅遊業

最大的潛在危險”。 —— 吳國昌“檢討澳門經濟政策與珠江三角洲內區際互動” —— 1 9 9

0 年 7 月 《 行 政 》 雜 誌 第 七 期 第 2 0 1 －2 0 2 頁 。
⑦根據第⑤點所述，香港稅制應考慮的第二個條件爲最能達到收益效果的稅率（ 縱使是低稅率

）。

⑧按照傳統的“利益原則”，納稅人納稅的多寡應視其享用政府提供服務多寡而定。此稅制遂

被認爲是合理的。此一原則，稅制的合理或公平取決於公共開支的架構，特別是澳門，由於

不同層次的政治行政權有不同的職權分工，許多自治機構開支亦主要由稅收資助負擔，因此

對稅收的最終用途，納稅人始終有較大的憂慮。將來對此理論的實施可將稅務行政的職權轉

入自治機構或具有專責功能的公共部門。
⑨“能力原則”是指經濟能力相同的人繳納相同的稅率；收入不同者應繳納不同的稅。前者爲

“水平公平”，而後者爲“垂直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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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稅制改革

“稅制改革”一詞包含多種意義及槪念，在某些情况及稅務地區分析有關之

稅制（或稅項）時則按照認爲是重要之目的而使用⑩。通常會說出某些目的來解

釋爲何需要更改現行之稅制，例如法例或行政之簡化，吸引外來投資，稅制現代

化及稅務公平。

澳門地區跟此一規則一樣，有時候，“稅制改革”一詞與上述某些目的產生

某些連繫，但却沒有詳細說明何者才是其眞正之含義。在“八十年代”後半期，

稅制改革一詞才有數次在行政政策之層面上（11）與澳門地區之稅項產生連繫，雖然

從來沒有指出其 終目的或執行期。

本地區此等課徵之改變並沒有引起大衆之討論，只在一些本地之傳播機構刊

登一些新聞。從公衆之反應和各政府部門之小量消息當中，似乎可以指出在執行

這些“稅制改革”時所出現之兩項存在着相當大差異之方針：

a）在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七年間，欲提高間接稅及減少直接稅，甚或完全放

棄征收按照從工商業活動及從工作收益所征收之稅項。

b）在一九八七至一九八九年間，欲減少兩方面之稅項：按不動產之轉讓及

擁有征收之稅項及按收益征收之稅項。

第一項指導方針是欲建立一個不按收益征稅之現行公共收入制度，並以一些

在地理面積及與澳門具有相似特徵之其他地區作爲模範，例如摩納哥王國，在一

九八七年下半年發生之政府轉變令此項稅制改革之方針不能得到認知及發展。雖

然在那時期之後期認識到政治想法有輕微之改變。按照優惠之原則，當作已解釋

維持一些按收益課徵之稅項，即來自自由職業及工商業活動者。

上面所述第二段時期中之優先政策基本上在法例方面及尋求將現行按樓宇之

轉讓及擁有課徵稅項（ S I S A（12））之法例合爲一個章程（市區房屋稅），而按

收益課徵稅項之章程則包括現行之營業稅，職業稅及所得補充稅（13）章程中之規則
。

⑩ 澳 洲 稅 務 論 壇 1 9 8 8 年 B r i a n J． A r n o l d “國際稅制改革的方向”第4 5 1 － 4 6 9頁

，亦提出國際稅制改革的構思：“一個國家之稅制在對外方面的改革：特別對本地居民所獲

得之國外收入（外國債券交易）及非本地居民所取得的國內收入（國內債券交易）之稅務處

理有所改革”。

（11）雖然在立法會通過的政府施政方針中並無提到稅制改革的字眼，但在稅務政策方面 受關注

的是維持較低的稅率。

（12）物業轉移稅是針對有償性不動產的轉移而征收的稅項，由買方支付。但對遺產稅與贈予稅的

繼續與否，從未有一個明確的指引。

（13）營業稅是一種年度登記稅，即對每個工商業企業，店號徵收一個固定稅額。職業稅是以工作

收益爲課徵對象；其一爲替他人服務所得之收益，另一爲自資從事自由職業所得。所得補充

稅是以個人或團體法人在本地區從事工商業活動所取得的總收益爲課徵對象；此外，假如納

稅人同時從事一項活動，除了繳納職業稅，亦要繳納所得補充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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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說明是欲建立一整體收益之課徵或只是行政手續之簡化將各種稅項之規

則合爲一個章程。按照國際之經驗，即使在有單一稅率及單一稅項之稅務地區，

在結算稅項之單項時，不能沒有不同之規則來評定每一種類之收益及行政手續，

故此，在某些情况下，不能說已將稅制簡化。

上面所述有關本地區課徵修訂之主流並沒有發展，亦沒有在商會，專業協會

及其他與稅務有關之人士中宣傳讓其反映意見，在兩項指導方針內亦從沒有提及

稅務行政當中實際上之修訂，也沒有指出專業及人力資源在質和量上增加之需要

眞正之稅務改革是由兩方面不同但又互相有關連之部份組成：即法例以及稅

務行政當局專業方面。在此兩方面中，在任何稅務地方較易實行者是制定法例之

修訂：只需找一個或一班對有關事項具有專業知識之技術員，提交一份法例大綱

，裏面包括各種稅項課徵對象，豁免及結算和征收之規定之一般性準則，並訂定

納稅人之責任及解決糾紛之步驟。

一項眞正稅制改革之另一成份是較難實施並且經常是“改革”失敗之原因並

只是理想化之法例：有責仟實施及發展此改革之稅務行政當局（及大衆）之培訓

及預備。應給予有關部門公務員及公職人員需要之培訓使其清楚明白新稅務法例

應尋求管制之大原則，同時使用課征稽查之技術及管理使法例能眞正實行。

其他與稅制改革（或稅制修訂）有關之問題是發展期產生之問題。指導方針

是應根据每一地區之政制——憲法或組織法，織織架構及政制——，除了法律之

外，不同國際經驗所給予之敎訓說明有需要小心透過什麼來表達其目的。使大衆

對修訂之目的明白及接受是十分重要，計劃之成功依賴對它的理解及接受。

稅制修訂實施之方式基本上有兩個方向：一個總體之改革在短期實施，或一

個漸進式之改革，訂定一個指導方向並逐步修改稅制（16）。有時，一個整體之改革

與一個漸進式之改革只有很少之差別及，實際上，漸進式之修訂有時會使稅務結

構產生變化，其結果與大修改很相似。

（14）在葡萄牙，對個人所得稅的征收是按照有關的規則作扣除後再將收益分爲八個等級進行之：

受僱他人的工作收益，自資從事職業的收益，商業、農業、資本、樓宇、增値、年金及其他

收益（見個人所得稅法例第1 條）。

（15）此等法律的提交可以或無需依照對現況進行深入或淺表的研究；有時，亦取決於政治之需要

，籍此希望能表現已做了工作。

（16）任何國家的稅務改革應由現實出發，並受此國家的政治社會環境及時代制約（見R i c ha r d

M．B i r d 一書第 4 0 9 頁） 。

（17）參閱一月廿 五日第3／88／M號法令 第2條d及e項（ 財政司組 織法律） 。

澳門財政司（DSF），在其職權裏包括“執行本地區之稅務行政，推行適

用於澳門之稅制，簡化行政手續及保障和取回庫房利益當其受到侵犯時”及“執

行稅務政策，維持其對財政，經濟及社會秩序方面影響之評估”（17），同時亦在其

工作上跟隨着一個稅制改革之槪念。在一篇由財政司主編之雜誌“稅務通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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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中（18），其本身也是一項稅制改革，指出近年財政司所追隨之槪念，爲着使人

更明白，再轉載以下一段（19）：

“財政司採納之課徵管理理論，在近年中，是將法例及課徵技術不斷更

新使其更能適應本地區之經濟社會實况，此亦在加速轉變中。此一理論與傳

統之稅制改革背道而馳，一般來說，是整套實施並有一些來自突然修改之不

便及，很多時，是激進的，使整套稅制完全改變。

所進行之修訂則是漸進式之改革且不斷對稅制修訂，在近年値得表揚之

重要修改包括，房屋稅及營業稅之電腦化，有關征收文件之自動發出，印行

較易塡寫之新表格及可以在銀行櫃枱繳納此等稅項。

這些新的手續方便行政當局與市民間之溝通，節省相當多之資源，所帶

來者爲對納稅人之要求作出更快及更有效之反應。

亦需強調此種不斷現代化之努力在財政司內部資源內實施。”

（四）稅制改革之國際趨勢

一般來說，在已發展國家，其稅項是其中一種重要之經濟及社會政策之工具

，稅務政策亦經常在施政方針中出現，其他國家有一個學習及模仿那些國家在修

訂其稅制時所得到之經驗之趨勢。這是一個很流行且理性之做法只要記住每一國

家或地區本身之條件，從經濟發展至歷史，社會及政治之理由，及組成稅制要執

行之職責（20）。

（18）“稅 務通 訊” 是一 份雙 語的 政策 性刊 物， 不定 期出 版， 由1 98 8年 4月 至 1 99 0年 1 2

月共出版了六期。
該份刊物刊登有關稅務法例，稅捐廳通吿，稅務表格及申報書；有關稅務的學說，行政決議

或收益複評委員會的決議等。其發行對象爲商業、專業協會及其他與稅務有關的機構。

（19）見 1 9 8 8 年 7 月 “ 稅 務 通 訊 ” 第 二 期 第 8 － 1 1 頁 。

（20）許多時，此方法的應用受到工業國家稅制的影响，其通常與發展中國家制訂稅務條例。例如
：英國於1 920年替其殖民地制訂所得補充稅章程模式。經對大部份英聯邦國家現行法例

的研究，顯示了其稅制的基本架構與英國的有相似之處。參閱 S．I ．Che l v a t h u ra i “英

聯邦國家的稅制去向何方？”於A P T R C－ B u l e t i n ， 1 9 9 1 年1 月第三頁，有關稅制法

例內歷 史條 件的 限定 ，亦 可參閱 第2 8， 6 4 及6 5條 。
（21）參閱上述 S．I ．C he v a t h ura i 一書中第5－6頁有關“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 C D E ）

。此組織於1 9 60年1 2月成立，由歐洲，美洲（美國及加拿大）及亞太（澳洲 、日本及

新西蘭），共二十四個國家及一個觀察國（南斯拉夫聯邦共 和國）組成。

此種修訂稅制之意圖可以分爲三種理由（21）：第一個理由是來自各國之稅務競

爭，因爲資金及某些項目之工作具有地區流動性，而由於經濟上之連繫，故此國

際貿易上之障礙得以消除。在此新環境下，政府覺得不能容許其制度遠離其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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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指導方針，不論其爲資本之出口國或進口國（22）。第二個理由是一個來自經濟

結構調整之新現象，因爲很多政府開始再檢討其稅制由於其經濟歪曲之影響，尤

其是在通脹持續及物價速升期間。第三個理由來自所謂迷惑效果，它因爲通訊發

達及對轉變之快速認知，如尋求模仿其喜歡的，這樣便使政策決定者尋求這潮流

及稅務之國際趨勢。

根据這些條件及爲着對澳門之稅務作一簡短之分析，我們可以參照經濟合作

及發展組織，由於這些亦作爲不屬於此一國際組織之亞太地區之國家遵照之參考

（23）。稅務修訂趨勢之分析及其比較基本上是在按個人，有限公司及其他團體收益

課征之稅項，因爲是通常最易引起爭論之課征（24）。

在一九六五及一九八五年間，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中之國家除了採取措施將

按消費之課征轉變爲一個明顯比其高之按增值課征之制度之外，在稅制方面並沒

有很大之轉變。在這時期之後，幾乎所有這些國家轉變爲收益課徵之稅制，所有

這些轉變之發展都是透過將收益課徵匯合成兩大稅項：向有限公司或其他團體課

徵之稅項及按個人收益課徵之稅項。

在一些仍然實施個人收益複稅制度之國家轉變成收益之總課征。雖然稅制改

革對個人擴闊個人課征稅基之影響還未明確，已考慮到所有這些改革都尋求不干

預經濟及社會之發展目的。這種稅務不干預政策得到更廣泛的接受，大部份之輿

論都接受市場力量比很多時候受壓力團體影響之政府干預更能帶領一個有效之稅

務政策。

爲着對本澳現行收益課征及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中各國之收益課征作一簡短

之比較，下面情况標誌着稅制改革轉變之趨勢（25）：

——透過兩類稅項之收益課征：按個人收益課征之累進稅率稅項及按有限公

司及其他團體收益課征之比例稅率稅項；

——擴闊課征稅基之個人收益課征改革，重組稅率及更爲平等處理不同之收

益來源；及

——透過取消扭曲投資決定之稅務優惠，減低稅率及引入減少利潤與分派股

息間差別之措施而進行之有限公司及其他團體之收益課征之改革。

（22）此理由應使澳門行政決策機關不僅要認識香港稅制的總方針及其修訂方案，同時亦要了解中

國經濟特區（珠海與深圳）的稅制。

（23）參閱“Ve e r i n de r je e t S i ngh”與 L e e B e ng F y e 合著的“馬來西亞：稅制改革 ——

槪論與建議”，第4 4 5 － 4 6 1 及 5 0 7 －5 2 7 頁。A P T I R C － B u l l e t i n ， 1 9 8 9

年 1 0 月 及 1 1 月 版 本 ；及上述C he l v a t h u ra i 一書第3－ 1 0頁其中亦提到非屬亞太地

區聯邦國家。

（24）關於發展中國家所得稅的經濟效益可參閱 VED．P．Gandh i 與其他人合著的“論發展中國

家的稅務政策”1 987年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華盛頓D．C．。

（25）作爲進 一步 的了 解， 讀者 可參 閱OCDE “發 達國 家的 稅制 ”巴黎 1 9 8 7 年版 第6 4－ 6

9頁，及“稅制與 國際投資 —— OCDE 的稅務改革與 九十年代的展望” （OCDE 稅務 參

考 資 料 ） ， 巴 黎 1 9 9 0 年 6 月 出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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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闊個人收益課征稅基之措施分兩方面進行：第一是滙合以前受到忽略之收

益來源，例如福利優惠，資本利潤及來自公職方面之收益；另一方面是取消更有

利於收益之私人來源之稅務處理或減免某些支出及取消透過稅制給予之津貼。幾

乎所有之稅制改革都有減低個人課征累進制度之邊際率（26），雖然，在大部份之國

家，這個稅率只由很少數之納稅人繳納及，在某些國家，這個稅率之重組都會與

減少收益級別數目同時進行。

在很多的稅制內，繳稅之金額取決於收益之來源，因爲不同之稅率及減免可

以在工作收益及其他收益間實施而資本利潤通常比其他收益來源獲得更有利之處

理、有些稅制改革則尋求減低這一差別以能更獨立處理各種不同來源之收益。

大部份之有限公司之課征制度都有各種不同之投資優惠（投資之稅務扣除，

地區性之扣除等）及在稅務上基本已超過眞正經濟折舊之折舊。稅制改革已取消

了投資特別優惠及爲着抵銷因通脹而設之備用金並設立一些稅務上更能接近經濟

折舊之折舊率。

擴闊按有限公司收益課稅之課徵稅基必然會與減低稅率一起實施，對大部份
之納稅人來說，此一相連之措施很少能減低稅項之實際稅率，雖然對投資決定可

採取一個更中立之態度及在決定其公司是否爲有限公司對，新稅率可更接近個人

收益之稅率。

在那些以市場經濟爲主要因素之國家，上述那些大趨勢在其實施稅制時作爲

指導方針，爲着分析其可能之情况是否巧合，有需要認識澳門之稅制。對現時情

况之了解，此情况也是從以前所進展而來，可以預估澳門某些課征轉變。

（ 五）澳門之稅制

澳門之稅制是由各種按收益，財產或財富及資產及服務之消費課征之稅項組

成。在跨國公司方面，稅制分析之基本目的是了解其對投資及資本之國際流通所

產生之影響，故此，一般來說，是有關按收益課征之稅項，其影響最爲矚目。

用此角度對稅制所作之局部分析及比較，在此只提出與按收益課征有關之問

題，並指出一系列本地區課征之稅務優惠（27）。這局部分析之理論並不表示其餘稅

項並不重要，不論其作爲獲得公共收入之工具或作爲政府政策之工具，但這研究

應在別處再作討論。

（26）冰島與瑞士爲OCDE首批對個人所得稅實施單一比例稅的國家。而在美國、新西蘭及英國

卻有兩個稅 率（參閱 上條所述 文中第1 2 及2 5－ 2 6頁） 。

（27）此段 摘 要 由 1 9 9 1 年 5月 4日 ， 8月 3日 ， 1 1 月 1 6日 澳 門 商 業 周 報 經 濟 版 刊 登 的 黎 溢

年“澳門稅制之研究”有關所得稅及稅務優惠一段中取出。在1 990年，所得稅大約佔本

地區總稅收的百分之四十一，由此可以看出此稅項在公共收入中所佔重要地位。

246



1 、 按收益課征之稅項

澳門稅制現行之各種按收益課征之稅項是跟隨葡國在六十年代所實行之稅制

改革，雖然受到本地區稅例之影響及從開始不久便有基本上之差別（28）。 相似之

地方是可以看到兩種稅制對收益之課征是透過根据收益分別征稅，並在其上有一

具有對收益之個人稅之特徵之所得補充稅。

作爲初步之差別，葡國之稅制（29）確立了一個與某些資本利潤有關之特別課征

（增值稅）及來自樓宇及資本運用之收益，雖然已個別課征了，在所得補充稅上

也加在一起。在澳門，樓宇之收益只分別征收而沒有特別征收來自資本運用及資

本利潤之收益，雖然在某些情况下這些收益要繳納所得補充稅。

爲了代替合併房屋收益，在征收所得補充稅裏面，仍然是維持着一個同一名

稱之百分之一點五之稅項，是按照市區房屋之買賣事項而征收（30）。設立這一沒有

按收益課征特徵之特別稅項是一個引起稅務行政當局與納稅人之間不同意見及爭

論之泉源，並已在一九八八年取消（31）。

澳門之稅制，作爲按收益課征之稅項，可分爲按來自經營自由及專門職業表

中所載行業之獨立工作收益及按非獨立工作收益課征之職業稅，及按來自直接經

營或參與工商業活動之收益及工作收益課征之所得補充稅及按出租市區房屋租金

或如不申報爲出租時則按其租值課征之市區房屋稅（32）。

（ i ）職業稅

職業稅是以工作收益爲課征對象，不論其收益爲金錢或實物，有約定或無約

定的，固定或不固定的，又不論其來源或地點或計算與支付所定的方法及貨幣，

爲着職業稅之實施，不論其收益是在本地區以外或停止工作後所支領或存貯者。

（28）現行的所得稅章程在1 97 8年經過修訂後，仍保留了以前的名稱：市區房屋稅（1 964

年 5 月9 日立 法條 例第 1 6 3 0 號） ；職 業稅 （ 1 9 6 4 年 5 月 1 6 日 立 法 條 例 第 1 6 3 2

號）；所得補充稅章程（ 1 9 6 4 年 6 月 2 日 立 法 條 例 第 1 6 3 5 號 ） 。

至 1 9 6 4年 對直接 稅制的 改革爲 止，房 屋稅 一直以 1 8 9 3年 3 月9日 的章程 爲依 據

。經此項改革後，對工作收益的課征遂與營業稅分開，所得補充稅於1 964年稅制改革時

開征。按照納稅人之能力，對可課稅收益、利潤、股息及估定收益實施累進稅率，對房屋稅

實施比例稅率，及對營業稅及職業稅課征固定稅率（參見立法條例第1 635號序言）。

（29）在葡國，由1 989年起，將所得稅分爲兩項：團體法人所得稅（I R C）與個人所得稅（

I R S ） 。
（30）所得補充稅章程第1 條原文如下：“所得補充稅是以個人或法人不論其住所或總行設在何處

而在本地區所取得總收益及房屋成交價爲課征對象。”而在第7條“關於房屋交易的所得補

充稅稅率爲用作結算轉移稅價值的百分之一點五”。

（31）參閱七月二十日第1 3／88／M號法律有關保留特別稅的理由，見註釋（64）。

（32）除此等稅之外，亦有一項（附加費）稅率爲百分之五的印花稅，此將對實際所征收的金額有

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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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人分爲兩組：在本地區替他人服務而從事任何行業之員工（散工或僱員

）及自資從事科學，藝術或專業性質行業之人仕。如納稅人獲得之收益同時來自

從事非獨立及獨立工作時，則按其總收益課征，雖然非獨立工作收益應就源減除

相對之職業稅而僱主應將扣除之金額每季向財稅處遞交。

自資經營行業之納稅人要繳納每年 少三百元之稅項，依据各自由或專門職

業之固定稅率。其收益之評定是根据其正統之會計制度或根据上年所獲收入及支

出之差額計算，當估計其收入大於支出時，或其正統會計制度不詳及聲稱擁有會

計制度之納稅人所遞交之申報書欠缺或不詳時。

在每年之一及二月內兩組納稅人應遞交其上年度所得到所有收到或還未到手

之薪酬或收益，只有那些獲得豁免之納稅人，如其不能獲得其他來源之工作收益

及那些員工，其薪酬只來自單一之僱主時可以不用遞交此申報書。

在每年之一月及二月內，僱主也有責任遞交一份上年度曾支付或旣定給與任

何薪酬或收益的散工及僱員名表，不論有否進行代扣。即使散工或僱員享有職業

稅之豁免，所有僱主仍有責任遞交這份僱員名表。

由非獨立員工所繳納之稅款差額之正常期限爲獲得收益後之六月份內。在同

一期限內也繳納獨立員工之稅款，其中扣除在上年度一月份內預先繳納之固定稅

率（或稅率）之金額。

爲着評定自資從事行業納稅人之可課稅收益，可減去經營行業年度或賺取收

益所必需之支出及負擔，能在合理之水平內提出証明。不受課徵者包括醫療津貼

及藥物津貼或住院津貼，家庭津貼及生育津貼，其金額不能超過爲公共行政團體

內公務及公職人員，退休金或同類津貼所定之限額。

所有納稅人都可享有一項50，000元之個人免稅額，如其收益是在一九

九○年之後獲得，如納稅人是超過六十五歲或其永久傷殘程度相等或超過百分之

六十之僱員，其個人免稅額則增至70，000元。職業稅之稅率是百分之十至

十五之累進稅率，一般來說，是按超過50，000元而不在豁免之列之金額採

用超額累進式課征。其他獲豁免職業稅之人士包括公共行政之公務及公職人員及

公共收益行政團體之職員，其中包括官立私校之敎師。從事有關行業之收益才能

獲得豁免。

（ i i ）所得補充稅

所得補充稅具有複稅及用個人資料向收益重叠課稅之特征。它是複稅，因爲

是向個人或團體在本地區直接從事工商業所獲之收益或向來自同樣行業之股息或

利潤之收益課稅（33），對個人來講是一具有重叠課征特性之稅項因爲也向工作收益

課征如果納稅人同時從事要繳納職業稅之行業。

（33）所得補充稅章程第二十條“……納稅人因正常或偶然的，主要或次要的活動而進行任何交易或

經營之所得，槪視爲業務收益或利潤……”；同時亦列出一系列收益及利潤的種類。按照其

他各項規定股息、利潤及分享作爲收益屬於所得補充稅課征範圍（參見所得補充稅章程第九

條一款e項及二款；第十二條第一及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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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爲直接從事工商業活動獲得收益而要繳納所得補充稅之納稅人，根据其有

否具有經在財政司登記之核數師所簽署及核實之正統會計制度而分爲兩組。應具

備有組織賬目者包括不具名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及合作社，任何性質之公司

，其本身利益與股東個人利益並無混同，且資本不少於1 ， 000， 000元或

可課稅 利潤在 近三年 平均達 500， 00 0元以 上者 。

稅務行政當局是以一種遞減之方式實施此一稅項，對超過300，000元

之收益採用百分之十五之稅率而對少於300，000元之收益則採用一組從百

分之二至百分之十五之稅率。此等稅率是向個人及團體實施。

稅務上來說經濟年度是與平常年度一致，有正統會計制度之納稅人應於結賬

（十二月三十一日）後之四月至六月間遞交有關之收益申報書，而其餘之納稅人

則應在三月份內遞交其收益申報書。對可課稅收益之評定只可向複評委員會申駁

，對其決議可向法院上訴。

如稅金超過3 000元可在獲得收益年度後之九月及十一月分兩期繳交而

當稅金相等或少於3，000元時則應在九月份繳交。而當稅金是在正常期外結

算之情况時，納稅人會收到通知在十五日期限內繳交差額。

爲着評定可課稅收益，那些爲着取得要繳稅之收入或利潤及維持生產而支出

之開支可考慮作爲年度之費用或損失。有會計制度之公司可享有在續後三年減免

對上年度虧損之優惠，但外地經營業務所引起之損失不能在本地區獲得之利潤中

扣除 。

（ a ） 個 人

個人之總收益是指來自直接參與或投資工商業所獲之收益及工作收益之金

額。如總收益只來自工作收益則可免納所得補充稅，市區房屋收益則不在計算之

列 。

對於個人來說，課稅是以家庭爲單位，爲着稅務之目的，家長之收益包括夫

婦之共同收益，未經法院宣吿分居分產的配偶的專有收益，及未成年之子女或同

等者之收益。居住於本地區之個人，其每年之可課稅收益可享有1 2，000元

之扣除及替他人工作而獲得之合併之工作收益則獲百分之二十之扣除而在本地區

居住之家人可享有扣除（34）。

（b）有限公司及其他團體

團體之總收益是來自經營工商業之每年純利潤，是根据正統會計制度計算，

如欠缺會計制度或資料不詳時則根据估計之標準計算，來自市區房屋收益（及有

關之負擔）之總收益不在計算之列。

（34）參閱所得補充稅章程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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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有限公司及商業形式之合夥公司，其與稅項有關之年度內派發給股東之

利潤金額或分派給股份持有人之金額可在總收益中扣除。故此，不論在經濟上或

法理上，有限公司之股東或股份持有人所得或可供其用之收益都沒有雙重課征，

由於只對有關之受益人課稅。

（ i i i ）市區房屋稅

市區房屋稅之課征對象是座落於本地區市區房屋之收益並由享有有關收益權

利之人士繳納。市區房屋之收益如爲出租時則爲有關租金之金額，如不爲出租時

，從樓宇中獲得或有可能獲得之由估計（租値）所設立之經濟得益，不論誰人使

用或從那裏獲得收益之人士。

房屋稅是按年計算，在一九八八年以前是按收益或稅務行政當局所評定之租

值課征百分之十六，而在那日期以後則按收益或租値課征百分之十。對於由業主

或業權人所支付之保養及維修費用，可在收益或租値中獲得百分之十的扣除。

市區房屋稅有各種之豁免，即如：

——經營任何工業之個人或團體，專供其工業場所之開設及工作用之非租賃

樓 宇 ；

——建造目的爲居住及／或商用之樓宇，其收益在澳門爲期四年而在海島市

（氹仔及路環）則爲期六年；

——新建不動產供開設工業單位或工場用者之收益在澳門爲五年而在海島市

（氹仔及路環）則爲期十年；

——用作設立不牟利敎育機構之樓宇及公共利益團體及宗敎團體之樓宇。

大部份上述之豁免需由有關人士提出，並需連同足夠有根据之証明。有關之

批示會通知申請人士，如全部或部份不獲接納時，可申駁或上訴。

2、稅務優惠

澳門之稅制，除了具有一個十分低之課稅水平外，還設有一系列之稅務優惠

用以鼓勵公司之投資，不論已在本地區設立或有意設立之公司，例如興建及售賣

經濟居屋及保養及維修文物建築之稅務優惠。故此，在任何工業或較爲專門之行

業中設有重置設備及設施之稅務優惠，例如一些給予認爲具有旅遊利益之機構的

優 惠 。

（ i ）一般之稅務優惠

對一般公司及行業所實施之一般稅務優惠如下：

——居住，商業，行政及工業樓宇之重置率在使用（購置）之第一年可增加

至百分之二十（正常之年度率爲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四），在評定需繳納

所得補充稅之可課稅收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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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作貯備之利潤並在其後三年內在本身之公司內用作新設施或設備之再

投資且對本地區之經濟發展有利者可在續後三年之所得補充稅之可課稅

利潤中扣除（35）。

其他爲着增加投資之稅務優惠（36），尤其是有關促進生產，製造新產品，科技

水平及促進其他生產行業發展者如下：

——豁免市區房屋稅在澳門爲期不超過十年，或在海島市爲期二十年，只爲

工業用途之出租不動產之收益；

——豁免營業稅；

——減少所得補充稅百分之五十；

——減少“司沙”（或遺產及贈與稅）百分之五十在不動產之轉讓時，只要

該些不動產只是用作經營有關之工業，包括設立商業部門及有關福利方

面者 。

稅務優惠之給予是根据投資者在有關工業單位之設立，擴建，重組或改建開

始前所遞交之申請而評定，爲着市區房屋稅之目的，須連同不動產業權人及投資

者之申請書。如屬此情况者，給予稅務優惠之批示將定下期限及給予之條件。

（ i i ）酒店業或同類工業（37）

旅遊性質且被認爲具有旅遊利益之企業可獲下列各種稅務優惠：

——獲豁免市區房屋稅之期間爲在澳門時爲八年而在海島市則爲期十二年；

——獲豁免營業稅之期間爲在澳門時爲八年而在海島市則爲期十二年；

——在評定所得補充稅之可課稅收益時，規定之重置及攤折最大率可增加至

兩倍，在爲期八年或十二年至攤折額之限度；

——爲設立而購置樓宇可獲“司沙”之豁免；

——爲設立而購置，轉讓或租賃樓宇時，印花稅可減至五分之一；及，

——豁免輕型汽車之消費稅，及機構所使用之進口集體運輸車輛而具有旅遊

利益之聲明，最多可至六輛可獲豁免。

旅遊利益是指可滿足特定標準及要求而具有旅遊特性之企業，這聲明書是透

過關係人之申請書，並連同在評估其申請時需要之資料，即公司經濟財政之可行

性報吿。

（35）參閱所得補充稅章程第三十五條。

（36）二 月 八 日 第 1 ／ 8 6／M號 法 律 。

（37）十 二 月 十 一 日 第 8 1 ／ 8 9／M號 法 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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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i ）發展居屋之合約（38）

居屋建築公司在發展居屋之合約方面，相等於在生意上所獲得之利潤可享有

根据其申報之可課稅收益及其正統會計制度所顯示而繳納之所得補充稅之百分之

五十之減免。這減免是根据在指定期限遞交之申報書及其附件而評定，此期限是

爲遞交爲了稅務目的之每年之收益申報書而設。

在不準轉讓期內居屋之收益可獲市區房屋稅之豁免（五年）及可減至同一稅

項之一半，如居屋屬第一手之購置者或，因死亡而轉讓給其家屬時，建築公司所

進行之第一次買賣可豁免繳納“司沙”，如因業主死亡而將樓宇轉讓給其家屬時

，在樓宇不能轉讓之五年期內，可獲豁免遺產及贈與稅。

（ Ⅳ ）文物建築之保養及維修

在保養文物建築之總體策略上，對此事項採用一特別之稅務處理，作爲避免

使列作受保護或包括在一組之建築物，在劃定之地區或在保護區域內遭到拆除及

作爲鼓勵維修（39）。作爲鼓勵保護澳門文物建築之稅務優惠如下：

——豁免市區房屋稅如列作受保護之建築物受到良好之保護且可獲不少於

50，000元之保養及維修費用；

——減少百分之五十之營業稅，在五年內，設於受保護之建築物之商業或工

業機構，由此機構所作之不少於50，000元之保養或維修工程；

——減少用於保養或維修列作受保護建築物之工程費在徵收作得補充稅時爲

十年或職業稅時爲五年，負擔有關費用之納稅人，不論其爲樓宇之擁有

者或其承租人；

——豁免“司沙”及遺產及贈與稅當轉讓列作受保護之建築物時，並享有市

區房屋稅之優惠由於保養或維修工程。

保養及維修工程必須事先獲得澳門文化司署之認可，從“入則”日起計之三

十日期限內，如在此期限內沒有通知有關人士則當作同意。此一稅務優惠需由有

關人士提出，透過遞交附有足夠理由之有關証明。

3、 按收益課徵之特征

根据一份有關按收益課徵之稅制之摘要所述，在澳門並沒有按有限公司及其

他團體之收益之特別課徵，是按照其收益來源之個別課徵：房屋收益是房屋稅而

其餘之收益則是所得補充稅。不同稅項之稅率向同一情况之個人及有限公司與其

他團體實施，房屋稅是按比例稅率而職業稅及所得補充稅則按累進稅率（40）。

（38）四 月 八 日 第 1 ／ 8 5／M號 法 律 。

（39）參閱 六月 三 十日 第5 6／8 4／M號法 令序 言 。

（40）稅務行政當局所實施的累進稅率最高限額爲三十萬元，超過此數額，便實施比例稅率。

此稅率的實施並不依照法律規定，從而使超過300，000元限額後有一個急速的跳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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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求按收益之課徵是向根据納稅人或第三者申報書之眞正金額課徵，但承認

收益課徵之評定是按假設或估計之準則。按照這一原則，設立了一個可課稅評定

之選擇性方法如公司或獨立員工沒有正統之會計制度或欠缺有關之收益申報書及

資料不詳時（41），及如樓宇沒有租出時，則按透過估價定出之租值（42）。

沒有收益之總課徵，爲着所得補充稅之目的，房屋收益沒有計算在內，只有

工作收益是在計算之列，當納稅人同時從事工業或商業時，其從事爲他人工作所

得之收益可獲減少百分之二十。在這合併之情况下，在徵收得補充稅時（43），職業

稅之款額可獲減少，所有合併之收益都按照最後稅項之稅率課征。

按收益課稅時有一最低生活必需額，根据收益之來源而不同：工商業之收益

爲1 2，000元及工作收益爲50，000元。提高需繳納職業稅之收益之最低生活必需額

對其餘之納稅人來說是減少逃稅（44）。

某些工作收益不在課征之列，即公共行政之工作人員的收益及公共利益團體

之收益，其中包括官立私校之敎師。當有關之受益人獲得其他之工作收益，獲豁

免職業稅之收益也計算最低生活必需額內，維持着對某些金額不課征，低於此金

額被認爲不應繳納稅款。

最低生活必需額優惠之累積，只對不獲豁免之收益實施，及公職或同等之收

益之全部豁免，從納稅人之課稅能力之角度來看，不是一個公平之方法。對於生

活必需額之目的而言，這一決定只作出很少解釋，因爲，爲着最低生活必需額目

的而獲豁免之收益計算在內可被認作一項橫向水平之補償措施。

正常之最大稅率都很低——對房屋收益爲百分之十及百分之十六及對其餘收

益爲百分之十五——，與大部份之國際稅制比較（45），這情形使澳門成爲一個稅務

天堂46），除了低課征外，還有一系列對一般或行業投資，對興建及購置經濟居屋

及保養及維修文物建築之稅務優惠，但稅務優惠之存在減低效率，因爲這些稅務

政策之工具只在高課征水平時才有影響（47）。

（41）參閱所得補充稅章稅第四條三款，十九條三款，三十六條及職業稅第1 5－A。

（42）參閱房屋稅 章程（RCPU）第二 十五條二款 。

（43）參閱所得補充稅章程第五十一條。

（44）自資從事職業者與從事工商業者具有相同的優惠狀況，因此，對其進行的課征與豁免額亦應

一視同仁。

（ 45）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中國家的最高稅率爲百分之二十至六十（參閱註釋（25）所指一書中第32

／33頁） 。 1 99 1 ／ 1 9 9 2會計 年度 ，香 港所 得稅稅 率爲 ：物 業稅與 個人 利得 稅之 稅

率爲百分之十五；公司利得稅爲百分之十六點五及薪俸稅爲百分之十五（課稅範圍）。

（46）有兩種類型的避稅樂園：

一種是從未課征任何稅項；另一種是課稅遠低於國際水準。

（47 ）如上述VED．P．GANDHI 一書第1 2頁所指，經驗顯示，外國投資的決策受衆多的因素影

响，如經濟（市塲規模、原料及技術人材），財政（資本市塲的發展及對流動儲蓄管制的法

例），規章制度（物業法例）及稅務政策，後一項的影响相對小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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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稅務優惠並沒有被本地之投資者使用因爲不知道有那些優惠之存在，對

於其他情况，沒有申請是由於害怕申請稅務優惠會導致對其帳目進行稽查及由此

而發現稅務上之違例，不清楚法例似乎是與保養及維修文物建築有關之稅務優惠

之例子。對這些工程所支付之費用總數可得到免繳各種稅款之補償，故此納稅人

可變作文化贊助人因不用向本地繳納稅款。

來自給予投資方面之優惠之稅務支出金額並不清楚，這些應在本地區總預算

册上（OGT）顯示資料。因稅務優惠而不征收稅款與具有同一目的之財政補助

相等，雖然這一作爲實際支出可得到更好之監管，因應在（本地區）結算及帳目

中出現，與給予稅務優惠相反，其大部份之情况都毋需宣佈。

大部份稅務優惠之給予是公共行政權方面以自由仲裁方式進行，但其程序不

能太挑剔由於公司組織架構（及公共行政）之組織架構不健全。某些稅務優惠之

存在對澳門之發展是有利則屬有疑問，由於沒有提出橫向水平公平之問題（48）；其

他方面則是稅務虛僞或只有心理之影響，例如豁免或減少營業稅，一般來說，由

於每間機構每年固定稅率減少之款額。

澳門與其他國家或地區沒有關於雙重課征方面之協議，但此一事實並未有對

外來投資構成障礙由於其低水平之課稅。大體上來說，按收益課稅之制度可說是
符合本地區之經濟發展期及給予投資之一般性優惠，雖然在法例上應繼續使其簡

化及更新並修改從而使其達到更大之稅務公平。

4、 法例及行政方面之修改（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九○年）

在考慮有關在澳門按收益課稅之組成及實施之可能法例及行政修改前，必須

對其歷史演變作一簡短之分析，這一方法可瞭解稅制之趨勢及知道其結果。

按收益課稅之現行章程於一九七八年頒佈，並稱爲對收益直接課征制度之總

體性檢討 49）。此一檢討，其基本法例是在一九六四年，不單尋求完善現行之課征

政策及技術，並且更新本地以前所有之稅法使其由立法機關再研究，此機關來自

一九七六年新的澳門組織章程。

（48）某些稅務優惠的受益者即納稅人，由於多種法例或合約的理由，其在本澳所從事的活動已處

於一種優越的環境。

（49）此法例的修訂如下：

●十 二月 三 十一 日 第1 5／ 7 7 ／M號法 律 —— 營 業稅 章 程（ R C I ） ；

●二 月廿 五 日第 2／ 7 8／M號 法 律 —— 職 業 稅章 程（ R I P ） ；

●八 月 十 二 日第 1 9／ 7 8／M號 法 律 —— 市區 房 屋 稅 章 程 （ R CP U） ；

●九月九日第21 ／ 7 8／M號法律 —— 所得補充稅章程（R I C R ） ；

營業稅並不屬於所得稅（見註釋第（13）） 。儘管此稅項在工商企業登記稅中扮演重要的角

色，但在總稅收中所佔的比重卻是微不足道的，而該等工商企業主要是受課征所得補充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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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目的在通過營業稅章程之法律之序言中指出：

“查一九七七年度收支許可法載明稅制修訂爲政府所緊隨的措施，由政

府編訂有關法律，期使財富與收益的分配以及對集體需要的應付更趨健全。

（ … … ）

爲此，曾有一項有關營業稅，業鈔及超額純利稅等若干修正條文彙集於

同一法律的提案送請立法會討論及通過。

但立法會認爲頒行四個法律，個別涉及上述一項直接稅較爲適宜。這樣

做旣避免法律條文的分散，且重新修訂所有現行章程，彌補若干缺點，剔除

，若干矛盾事項，塡補漏洞及簡化工作程序。”

一九七八年稅制改革所訂之按收益課稅之結構基本上維持一樣，雖然在課征

對象及稅率範圍內有一些修訂，另外還有一些對結算，征收及稽查之行政手續有

影響之修訂。一如上述，對個人及有限公司（及其他團體），在收益課征方面並

不存有分開或特別課征並維持收益之個人課征。

（ i ）職業稅

職業稅章程曾引入各種修訂（50），但較爲重要之修訂是在一九八七年及一九九

○年，其修訂是集中在課征對象，稅率結構及最低生活必需額方面。在之前幾年

，雖然維持稅率結構及其實施，亦有輕度提高最低生活必需額，其結果是增加收

益級別及有少許稅率之修改（51），並在一九八四年將需繳納職業稅之膳食津貼從每

日之1 2元提高至20元並將其他每年不超過2，400元之津貼或賞金列作不受課征之

收益 。

一九八七年之修訂將生育津貼，膳食津貼及其他每年之津貼列入課征之列，

取消原本不在課征之列之征稅對象，但同時提高最低生活必需額，故此，很多納

稅人不用繳納稅款。另一方面，把以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十之稅率向總收益實施之

等級制轉爲以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之稅率之逐級遞增制而向收益實施，最後之

稅率是向超過250，800元之收益部份實施（52）。

這一系列措施解釋了減低工作收益之稅務負擔，使其更接近經營工商業活動

之收益（53）。此種做法亦是取消職業稅之第一步，其課征對象欲轉移至所得補充稅

之範圍（54）。

（50）在文章最後部份的表Ⅰ中爲對各項所得稅章程作出修訂的法例一覽表。

（51）表Ⅱ爲職業稅的豁免額，稅率及實施最高稅率收益的情況。

（52）此數額等於四萬零八百元的免稅額再加上二十一萬元的最高等級的最低課征額。

（53）特別要強調的是對於豁免額及自由與專門職業所實施的稅率之修訂。

（54）參閱七月十三日 第6／87／M號法律之序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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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爲補充之措施，引入了一個對非自資工作收益實施之就源扣繳之征收選擇

性制度，尋求簡化這一征收程序。這一措施是僱主定期預繳向其員工征繳之稅款

，其金額相等於其上一年之稅款金額，並加上一個不少於百分之五及不高於百分

之十經準許批示所定之百分比（55）。

澳門所進行之就源扣繳之征收程序在行政上對僱主（及稅務行政當局）都非

常繁複，由於定期遞交稅款時必須同時呈交所有散工／僱員之名表並指出收益及

稅款（56）。這名表是由稅務當局每季向僱主寄發及根据 近由僱主遞交之名表製
成 。

對僱主來說，使用這一選擇性規則之好處是不需每季遞交其散工／僱員名表

，而只需每年遞交一次名表。其他可能出現之好處是假如扣減之數額實際上高於

已加上固定增加稅率之上一年之稅款金額時，可在續後一年之四月三十日前繳納

其差額，而就源扣繳之制度則是每年第四季遞交之稅款應在續後一年之一月十五

日前遞交。

一九九○年之修訂仍維持着家庭津貼及生育津貼不需繳納職業稅，但不能超

過爲給予公共行政之公務員及公職人員所定之限額。雖然仍維持在一九八七年所

製訂之累進稅率結構，但增加正常之 低生活必需額至50，000元，而爲了計算此

一限額，所有之工作收益，即使獲豁免同一稅款也在考慮之列（57）。

在評定需繳納職業稅之自由及專門職業納稅人之可課稅收益時，在職業稅章

程中加入了一些在所得補充稅章程中所見到之準則：評定其收益之方法——根据

其正統會計制度或估計之準則——及扣除毛利之負擔（58）。

向這些納稅人課征之固定稅率，因不同職業而有差別，被單一稅率所代替，

其數額一致爲（300元）任何在自由及專門職業表所載之行業都是以此稅率征收

，這一固定稅率（ 少之稅款）具有一個與營業稅相似之角色，關於工商業機構

方面，故此這一修訂似乎是欲把所有之自資工作者（商人，工業及其他職業）之

距離拉近。

（55）此對就源扣繳的選擇制度可參閱職業稅章程第廿五－A，廿五－B，廿五－C。本來第廿五

條D規定，如果僱主並無就支付其僱員／散工的報酬中作出代扣，便可豁免遞交有關年度名

表。但此條在1 990年被刪除，原因是要對所有的納稅人進行稽查，有一定的困難，現公

司均按照一般的手續進行之。

（56）參閱職業稅章程第二五條，爲着稽查的目的，就源扣繳的一個簡單方法爲僱主按照會計記錄

每季繳交稅款，在年尾只須遞交載明收益及稅款的名表。隨着這種改變，對就源扣繳的選擇

制度的存在便顯得毫無意義了。

（57）豁免之收益無須課稅（見職業稅章程第七條三款）。

（58）見 職 業 稅 章 程 第 1 5 條 － A及 1 5 條 － B 。

需繳納職業稅之收益，不論是來自爲他人工作或自資經營之行業，在某些收

益級別內比工商業之收益繳納更多之稅款（在69，500元及236，500元之間）。

爲他人工作人士的此一不利之課征情况並沒有在大衆或行政管理方面產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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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在職業稅方面經常出現逃稅及瞞稅之情况作爲一種補償；另一方面，在本地

流行之做法是公司負擔其僱員之稅款（在香港這款項更被視作工人之收益而課稅）

，故此大部份爲他人工作之員工都不感到稅款之壓力（59）。

有關職業稅管理在行政手續方面之修訂，不論是否爲法例方面之修訂，在分

析之時期內所進行者，都不是很大及似乎並未在征收上之稅款稽查有影響。這些

措施主要是製訂由僱主遞交並連同其僱員之名表之申報書的新表格，還有自資工

作者之開業及修改申報書新表格及所有納稅人遞交之每年收益申報書之新表格。

一九九○年所製訂之收益申報書之新表格是想所有之收益，不論其來源爲何

，都以同一申報書遞交，而獲豁免稅款之人士可繼續免交申報書（60）。對職業稅章

程在分析之時期中所作之法例修訂，雖然尋求減少一些免納職業稅之社會福利，

但沒有改變豁免之結構，包括公共行政之公務員及公職人員，公共利益行政團體

職員，非牟利私校之敎師及其他人士（61），對私人行業之其他工人來說這是稅務不

公平之原因。

（ i i ）所得補充稅

一如上述，所得補充稅並不包括市區房屋之收益，而在課征對象之最初版本

中則包括市區房屋買賣交易之金額（62）。事實上，所得補充稅分爲兩類：一種是按

工商業及工作收益爲課征對象，所使用之稅率爲累進稅率；及另外一種則是按市

區房屋買賣交易金額爲課征對象，其稅率是轉讓金額之百分之一點五，並以此金

額作爲結算“司沙”之基礎。值得注意的是第二種稅項通常是不包括新建樓宇第

一手之轉讓，因爲設立了一項豁免在市區房屋稅之臨時豁免期（63）。

隨着時間之過去，維持着這一所得補充稅之歷史個別原因（64）已失去其意義而

其實施亦在稅務行政當局和納稅人之間產生衝突：當局認爲屬於公司不動資產之

市區房屋售賣之結果需繳納所得補充稅，而不理會已有同一名稱稅項之存在，其

課征對象是房屋轉讓之金額而繳納之責任則屬售賣者；但在納稅人方面則理解爲

這些房屋售賣之結果，其轉讓已需繳納這一稅項，應在爲着評定需繳納所得補充

稅之工商業收益之營業結果中扣除。

（59）參 見 表 Ⅲ 及 註 釋（132）。

（60）參閱職業稅章程第十一條三款。

（61）參閱職業稅章程第十條及二月三十日第65／84／M號法令第二條。

（62）參閱註釋第（30）。

（63）此 階 段 爲 四 至 十 年，並取決於樓宇座落的地點及用途（房屋稅章程第九條）。

（64）對由賣 方支付 的房屋 成交 價課征 的所得 補充稅 ，於 1 96 4年 6月2日 立法 條例第1 635

關征。1 978年，當對直接稅制法例改革時，考慮到本澳的歷史特定條件及某些特色，仍

保留了此項課征。如有關的樓宇業權及其登記：根據私人合約，許多樓宇以一個納稅人的名

義登記，但實際上樓宇並不屬於該人士。因此，只以一個人名義對所有總收益（加上其他收

益）課征顯得並不太合理。由此，作爲預防措施，凡樓宇交易，立法會維持對賣方進行課征

，以取代向包括房屋收益在內的總收益課征。至於買方，一直以來，均須支付物業轉移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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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法例之修訂撤銷這一稅項從而結束了稅務行政當局及納稅人之間

之分歧，轉爲會計之增減値，來自公司不動資產之市區房屋之售賣，按照所得補

充稅章程（RI C R）第二十二條也可作爲盈利或損失爲着稅務所目的。在澳門

沒有按照增値課征之特別（個人）課征，其課征是加在所得補充稅，並根据實施

於工商業之收益增加或資產增加原則之概念，此一原則並沒有在所得補充稅章程

中明白顯示，但亦沒有遠離其規則及加入所述之第二十二條之收入或盈利之定義

（65）。

除了這些法例修訂外，也引入一些新的行政方法及措施其影響不只在稅項之

管理及內部稽查方面，也在征收上有影響。事實上，在實施新稅務章程之初期而

稅務行政當局獲得經驗後，開始建立統一之內部措施而從一九八四年開始得到較

大之發展（66）。

這些修訂包括爲A組及B組納稅人而設之收益申報書之新表格，爲銀行業及

保險業之納稅人而設之特別表格，製訂對收益之申報書作內部分析之守則及向會

計師及核數師發出消息及指引使其能更準確地塡寫申報書，依照此一方針，也爲

沒有正統會計制度納稅人可課稅收益之評定（及複評）委員會製訂方針及技術準

則之手册及爲着稅務目的實施費用合理性原則訂下方針及技術準則（67）。

這種爲評定可課稅收益而統一實施之專業準則減少了由納稅人提出申駁之數

目，即那些沒有正統會計制度之納稅人。另一方面，由一九八九年營業年度開始

，稅務行政當局從實施生效之所得補充稅章程所示之行政措施而變爲根据其申報

金額結算A組納稅人之所得補充稅款，而不理會將來由分析申報書或進行核數所

帶來之修改（68）。

根据以往之做法結算稅款是在分析收益申報書及在評定可課稅收益後才結算

稅款，這一修訂可使納稅人減低其對可課稅收益之評定之申駁意向及避免納稅人

可延遲繳納有關之稅款，因爲只對申駁部份之稅款暫緩繳納（69）。

（65）葡國的營業稅法律，作爲制訂澳門所得補充稅的法律依據，清楚地規定了增減値並不作爲可

課稅利潤的核定因素，而是一種銷售價與已扣除折舊的購入價之間的差額（營業稅法律第廿

五條）。此種解釋使得有必要避免雙重徵稅——營業稅與增值稅，因爲在葡國曾經對增値課

徵特別稅（分類）。在葡國現行的稅務法例內，此項由法人團體所得之增値須課征公司所得

稅，同樣亦是一項須課征個人所得稅的收益。

（66）財政司組 織架構經 由七月廿 八日第8 1 ／84／M號法令修改後，設立了稅捐廳部門。此項

架構之修訂，促進了稅務行政功能與專業化的發展。

（67）有關此類文件，每年平均會調整。有適當會計編製納稅人收益申報書的內部使用手册，於1

986年開始製訂，以能對1 985年營業年度進行稽查工作。第二年，就有關無會計編製

之納稅人可課稅收益的評定，有系統地訂立了一些標準，並於1 986年及續後年度施行。

（68）所得補充稅章程第41 條1 款規定“可課稅收益根據納稅人的申報資料核定，但可依照稽查

部門的報吿或備有的其他資料而作出修改”。

（69）對可課稅收益核定有暫緩執行的效力（參閱所得補充稅第44條4款）。根據該章程的規定

，納稅人只須於翌年的九月及十一月繳交稅款（參閱第57條）具有同替他人服務僱員的就

源扣繳相同之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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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行政當局之另一種已在幾年前（一九八四／八六年）修改之做法是延遲

所得補充稅之總結算（延遲繳納稅款）直至可課稅收益之 後評定，如果在分析

納稅人之收益申報書時，認爲有需要向納稅人查帳以瞭解其課征情况。進行及結

束這些外部核數，雖然可以是很輕微，但亦經常要持續一段長時間（準許之建議

，進行核數，製訂報吿及作出 後決定），故此，納稅人可因結算及有關之征收

稅款之延誤而獲利，因其經常超過正常之繳納期（某些情况以年計）及沒有進行

任何之部份征收，即使是按照其申報之收益。

新之正確措施產生了另一種做法，是來自缺乏行政組織或合資格之技術人員

，而稅務行政當局不急於遵守總稅項 後結算之期限而其征收也幾乎不用着意分

析收益申報書。故此，可能出現之錯誤或遺漏只在遞交申報書很久後才改正而有

關之應繳稅款之補充結算也非常遲致使引起納稅人不清楚，因要經過很久才知是

否要繳納稅款（70）。

（ i i i ）市區房屋稅

市區房屋稅章程之大修訂是在一九八七年（71），在行政手續方面作了深入之改

變，以電腦化處理引入一般之管理方法，並作爲其餘稅項及其他收益之標準、其

後有一些細微之修訂由於對其他稅務章程作爲一些補充規則，假設減低不動產之

課征可成爲一個刺激不動產市場之因素（72）。

市區房屋稅率起初是累進式及每年向納稅人實施而不理會其房屋之數目（73）。

這一種稅率結構很難實施，因爲很難將屬於同一納稅人之各間樓宇之收益加在一

起計算及征收其稅款。

很多本地樓宇之業權人都不在澳門居住，故此，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出租樓宇

之租客替業主繳稅（或租客負擔其稅項），故此有需要知道每間樓宇有多少稅款

。另一方面，由於同一納稅人使用不同之身份証明文件作登記及同一樓宇有多於

一個之業權人而致很難計算稅款及很難知道每一納稅人之總收益，這一累進稅率

之結構之實施方式並沒有引起很大之不公平（74）。

（70）參閱註釋（101） 後部份。

（71）參閱表Ⅰ有關房屋稅章程法例的修訂案。此章程本來有1 35條，經 1 98 7年修訂後，有

1 7條被刪除，五十七條被修改及增加一條，此等在整體上進行的大量修改旨在使條款的數

目更系統化，行文內容精簡易懂，但這種整體檢討的方法在政治上被認爲並不適合。

（72）參 閱 六 月 二 十 日 第 1 3／ 8 8／M號 法 律 。

（73）以前的房屋稅稅率如下：

至十二萬元 百分之十六

至二十四萬 百分之十八

二十四萬元以上 百分之二十

無論任何情況，納稅後所餘純收益，不得少於前一級 高額征稅後所餘的數字。

（74）組成一棟樓宇的各個單位有條件成爲獨立單位，且在法律上分屬分層制度的各不同業權者，

將被視爲個別的市區房屋（房屋稅章程第三條），很多情況下，樓宇以丈夫及配偶的名義登

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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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此，在一九八七年，對這一稅率進行檢討及轉爲相等於當時 低稅率（百

分之十六）之統一稅率，與其他之修改一起實施，其目的是爲了簡化與結算及征

收稅款有關之手續及對民用建築設立優惠（75）。除了這一百分之十六之稅率外，從

一九八八年開始加入一個百分之十之稅率，其課征對象爲樓宇可課稅收益，其租

値是那日開始之新估計規則所評定。

這一新之估計規則，爲着結算“司沙”之目的，按照樓宇之地點，用途及面

積，主要是劃定估計之標準金額，欲維持更新房屋登記册之金額，這樣在房屋轉

讓時作爲更新其租値。這一政府措施使官僚手續更迅速，更簡化及更經濟，維持

對納稅人申駁權之保障及由於其效率亦應伸展至爲着市區房屋之目的實行之估計

，有關新樓宇登記方面（76）。

市區房屋稅電腦化程序於一九八七年中完成，共進行了十八個月並首次全部

由財政司之人力資源及設備所完成之電腦化工作。由於要經電腦處理之資料數量

龐大，故此是一項艱巨之工作（77）另外由於大量使用登記册及有關之文件致使其腐

爛 78），也是進行此項電腦化工作之困難之一。

上述之解決方法作爲修改稅項結算及徵收之行政措施之標準，並考慮到稅項

之水平及內部管理之質量。值得表揚之方法包括轉爲電腦處理之樓宇及納稅人之

登記 79），代替由人手所進行之通知書及繳納憑單之自動化發出，簡化稅務行政當

局與納稅人之間接觸之手續及透過銀行之櫃枱繳稅。

法例方面之修改是要滿足市區房屋稅管理之需要，雖然應對其章程作一總體

性之檢討，除了其他需作詳細檢討之問題外，需對其條文之編號作出系統化之處

理由於很多條文已被撤銷（80）。管理此一稅項所採用之措施，即從一九八七年開始

可透過信貸機構繳納稅款，也被採用於由財政司管理之其他定期繳付之公共收入

（81）。

（75）參閱三 月九 日第2／8 7／M號法 律 。

（76）參閱房屋稅章程第31 條。雖然有其他因素，在採用新估價方法後，物業轉移稅仍有所增加

（其稅率已減少了二個百分點），因爲由納稅人所申報的價值（或委員會所估的價値）通常

遠低於由自動評估的價値（及實在價值）。對以新方式估價的樓宇採用較低的房屋稅稅率，

從而避免加重納稅人的負擔（參閱六月二十日第48／88／M號法令的序言）。

（77）財政司備有的房屋記錄册有本澳所有房屋的原本記錄，每一房屋即爲一個房屋記錄編號。至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共有一萬一千六百三十三幢樓宇相等於六萬零五佰八十二個獨立

單 位 。

（78）參閱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八日政府公報第三期刊登的第2／GM／88號批示。

（79）由於使用新的登記方法，從而取消了在房屋記錄册上進行的登記，如房屋記錄的更新及取消

。房屋記錄册是關於本澳樓宇記錄的文件，具有一定的歷史價値，由於年代已久許多記錄册

已殘舊不堪。現已將破舊部份重新修復，並加以逐張啤膠。

（80）參閱註釋第（71）。

（81）此項由銀行機構協助進行的稅款征收工作。征收的稅項包括營業稅（1 988年）；地稅

（1 9 9 0年）；部份所得補充稅（1 99 1 年）；以及僱員應繳職業稅的差額（ 1 9 9 1

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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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Ⅳ ）補充法例

課徵工商業及自資工作之收益之補充法例包括不動資產部份之重置與攤折之

稅務規則及投資優惠。而在爲他人工作之收益課徵方面主要是有關公積金之法例

，公積金之款項是以退休金或恤金名義提供給有關受益人之供款。

爲着向公司之眞正利潤課稅，必須訂立一些會計準則，即計算不動資產之重

置與攤折所使用之方法及折舊率，由於有關之金額爲着評定可課稅收益時在營業

年度內計算作爲費用或虧損（82）。計算方法及規則之條例及向不同部份實施之稅率

之定義，在原本之所得補充稅章程中只有一條條文（83），從一九八四年開始變爲一

個獨立之法例。

四月二十八日第36／84／M號法令訂明了重置或攤折資產之計算方式，對公

司不動資產之不同部份設立新之折舊率及“……在製訂與稅務行政當局有關之納

稅人申報書訂立一些更準確之規則”（84）。而且更維持着“（……）存在於直線法

折舊原則及允許高於某些資產折舊之初期減免（84），相等於建築物及設備與及工業

機器金額百分之二十。

這一法例只是塡補一些重置與攤折制度中較大之漏洞，故此，根据其所得之

經騐，透過三月五日第4／90／M號法令對其稅務規則作出一整體性之檢討。透

過此一法例，訂明了需要進行折舊之資產部份之 大及 短使用期之槪念並修改

了規則及折舊率及預測其改爲十二分之一原則之可能性，並且擴大可以獲得特別

折舊率優惠之範圍（85）。

這些修訂之目的是訂立各種更科學及專業化之計算槪念及規則，使其更明確

及透過實施合理之準則來減少稅務行政當局與納稅人可能出現糾紛之地方，被接

受作爲稅務費用之重置與攤折之每年金額是比經濟折舊之正常金額高出很多並作

爲公司更新設備或設施之鼓勵。

（82）參閱所 得補 充稅 章程 第2 1 條G項 及職 業稅 章程 第1 5條－ B 2款 。

（83）參閱九 月九日 第21 ／ 7 8／M號 法律 核準之 所得補 充稅章 程第2 3條 。

（84）四 月 廿 八 日 第 3 6／ 8 4／M號 法 令 序 言 。

（85）參閱三月五日第四／九○／M號法令序言。此法例並經由十二月三日第71 ／90／M號法令

修訂，設立了一個重置與攤折的稅務規則，以對1 989年度及續後各營業年度的可課稅資

料進行核定。

（86）二 月 八 日 第 1 ／ 8 6／M號 法 律 。

（87）十 二 月 十 一 日 第 8 1 ／ 8 9／M號 法 令 。

藉旅遊政策而設立稅務優惠（86）及訂立對旅遊有貢獻（87）之新規則之法例具有一

個更新有關這一事項之舊法例之優點，因爲代替了其他在實施上之合法性有疑問

及引起稅務行政當局與納稅之間糾紛之泉源之稅務優惠。沒有一個很嚴格之技術

來處理給予某些法例所規定之稅務優惠，由於優惠之開始及終結期限可以和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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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經濟年度之開始及終結期一致而給予沒有正統會計制度之公司，其課稅是根据

其估計收益 88）。納稅人經營工業機構所得收益，且同時獲得其他需要正常課稅之

收益，其相等於減低稅率或獲豁免所得補充稅之優惠產生計算應繳稅款金額之問

題。此一問題會更趨嚴重如果採用累進稅率或納稅人不具備可根据眞正利潤課稅

之正統會計制度。

根据公積金之條例（89），由僱主及受惠僱員所繳付作爲有關公積金之供款可獲

豁免任何稅項，費用或稅捐（90）。用作退休金計劃或公積金之供款牽涉到將現時收

入之分配以存款或貯蓄之形式留作將來之用，故此，從稅務公平之角度來看，應

與受益人之供款及那些具有私人（保險）或個人公積金計劃之人士之供款作同一

處理 。

豁免任何公積金受惠僱員之供款之稅款，除了稅務公平之問題外，引起一些

有關應繳稅款金額之問題，如果是以累進稅率課徵並存在最低生活必需額。這一

法例產生之稅務不公平之情况在現時所實施之收益課稅制度方面不是很重要，由

於具有公積金之僱主數目很少，而其中會履行一些本地區之稅務責任者數目也少

（91）。

5、法例及行政修訂之特徵

要指出一系列從一九七八年開始推行之法例及行政修訂之特徵較爲困難，由

於在分析時期內沒有一個統一之趨勢。所進行之修訂，有時候，是反映出在某時

刻屬稅務行政之技術人員之科學化知識及專業經騐及反映出對政策之理解及輔助

使修訂得以進行，另外一些時候，只是跟隨政治機會之環境而不注意理論原則及

稅制之功能。

關於擴大工作收益之課徵稅基方面，似乎在法例修訂上沒有一個統一之方針

。如果限制或取銷一些相等於福利優惠之收益之豁免（或不需繳稅）及將爲着最

低生活必需額之目的而獲豁免之收益計算在內，也提高那最低生活必需額（92）及對

那些用作公積金之供款給予豁免，更維持那些來自公職人員或類此行業之收益之

豁免。

（88）一九九一年十月十四日政府公報第四一期第41 2 8／4 1 2 9頁，在給予豁免營業稅及減

免百分之五十所得補充稅的優惠方面，在技術上欠缺嚴謹性便是一個例子：從對一系列優惠

的追溯施行方面，如將一個體經營納稅人的優惠轉給其他個體經營者，只提及由十二月五日

起始，但並無指明該優惠的期限。在減免百分之五十物業轉移稅的例子中，亦並無指明獲得

優惠樓宇的資料。

（89）六月 十 三 日 第 44／ 8 8／M號 法 令 經 由 七月 四 日 第 5 8／ 8 8／M號法 令 作 出 修 訂 。

（90）參閱 六 月 十 三 日 第 4 4／ 8 8／M號 法 令 第 4條 。

（91）參閱註釋（121）及（132）。

（92）作爲應付通脹，免稅額的增加亦是合乎情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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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率之結構及價値有少許之修訂，似乎在樓宇收益（從百分之二十變爲百分

之十六及百分之十）方面有一降低稅率之趨勢及有一個拉近向工商業及工作收益

實施之稅率價値之趨勢，雖然爲他人工作所獲之收益比其餘之收益承擔更大之課

徵。訂立了一些根据自由仲裁而給予之各種稅務優惠，但是看到沒有跟隨認眞之

技術及受益人有時不具有正統會計制度，從預算方面來看，不能知道優惠之費用

爲多少。

在那個時期中突出一個目標，就是減少可能引起稅務行政當局及納稅人之間

糾紛之情况，不論是透過法例之修訂——重置與攤折之稅務規則，更新稅務優惠

，取銷按不動產轉讓課徵之補充稅，提高最低生活必需額並取銷相等於福利優惠

之收益豁免，等——，不論是透過新的行政措施——爲納稅人製訂指示手册，發

佈行政決定（93），等 。

在各種新的行政措施中，也着重簡化納稅人履行其稅務責任之手續，並製訂

一些爲着開業或更改行業所用之新的申報書及爲稅務目的通知書。電腦化並允許

透過銀行繳納稅款，除了方便在本地區各處都有不同徵收地點之納稅人繳納稅款

外，也顯示出私人及公衆行業之間之合作性。

6、稅務行政

如所承認一樣，沒有行政改革便沒有稅制改革，故此，除了應管理澳門稅制

之部門外，也應瞭解其架構之發展，尤其是財政司（DSF）。除了其他管理少

量金額作爲公共收入之公共部門外，還有主要管理入口稅之經濟司及管理汽車牌

照之市政廳。

一九七八年之稅制改革（94）是將從一九七二年開始之以前之財政廳轉爲財政司

新組織架構之原因。法例修訂在這一次行政重組之重要性在法例之序言中廣泛地

提及（95）：

“1 、改革了課徵稅制中四條主要之法例，設立了本地區按收益徵收之

直接課稅權之本質及形式，爲着嚴格符合課徵改革之頒佈或生效，不得不對

稅務行政部門之架構及實際所需之人員作一檢討，使其能執行其職責。如果

稅制在執行期間是透過一個部門去執行行政上之工作，而在執行職務時公開

表明其專業性及質素，課徵改革之效果是取決於執行之部門是否具有完善之

組織及良好之運作。

（93）行政決議通常以通吿形式吿之納稅人。稅務行政當局按照具體情況採取相應的措施，以此避

免在相同情况下所提出的申駁或對判決的上訴。納稅人如對行政決議有異議可提出行政上訴

。參見表Ⅳ有關由行政當局發佈的通吿情况。
（94）一九七八年進行的稅制改革只包括了部份的直接稅，而登記稅（物業轉移稅及遺產與贈予稅

）仍 按 照 1 9 0 1 年 頒 佈 的 法 律 。
（95）九月廿八日第27－G／7 9／M號 法令由一九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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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在課徵改革中使稅制適合澳門現時之經濟狀況，及如設立新之課

徵對象，評定可課稅資料之新方法及新技術，嚴格跟隨法律及在搜集資料或

應表達之因素時要跟隨其經濟之內涵，對部門之組織及其人員要加以指導，

使新之法例能得到好之效果。

2、（…………………………）

3、不一定要以深入之改革重組作爲方法，在擴展及本質方面，因爲課

徵改革並不要求如此，財政司不會預計一些可能出現之意外，由於其所達到

的是從長時間得來及來自一羣作出奉獻之人員，雖然稅務行政當局之人員培

訓在內部水平上得到很好之進展，使其很快能適應課徵改革之需要及目標。

4、財政司之重組是給予其兩項重要之工作——財政行政及公共財政之

稽核，與此同時並轉變成一個司級部門，分爲廳——財政行政廳——及公共

會計廳。由此而增加新之人員或增強已存在之人員，使其可以有效執行所有

之職務，及爲着使公務員可以不斷在準備上跟隨到其部門之技術要求或可以

在財政科學之理論及實際上跟隨到其發展。

5、雖然應用部門之一般性之架構原則，尋求擴大稅務行政組，給予足

夠之專業人員，不論在質量上或數目上，使課徵改革能完全執行，即是說，

防止各部門因不協調而產生延誤，或來自某些稽查部門之低效率。”

在這一架構內同一廳內包括——財政行政廳——行政及公物及稅捐部門，最

後幾個部門執行稅務行政之傳統及古典之工作。稅捐部門則包括稅務行政曁諮詢

科及課徵緝查科，另外更有澳門區及海島區之財政廳及收納處（96）。

雖然有行政架構方面之這些法例修訂用以配合一九七八年之稅制改革，但是

幾乎與一九六二／六三年葡國稅制改革所說的一樣，並作爲參考之用（97）：執行之

改革也不一定表示會依照其原意而執行。事實上，有需要使稅務行政當局配合及

創造條件使其能適當地實施，因爲要求：

——執行改革之上層人員信任一組公務員，可以明白其廣泛之意義及嚴格按

照新法例之精神對很多不可避免之問題之解釋及塡補遺漏作出決定；

——重組稽查部門使其能擁有足夠數目之人員去查閱及核實公司之帳目。這

些要非常依賴所得補充稅及職業稅之成功；

——需給予稅務行政當局足夠之人員使其能應付增加之改革工作，特別是按

眞正收益課稅，事實上，這種課徵——是其價値——不只增加納稅人與

稅務行政當局之接觸也要求查核及評定很多之資料；及，

——不斷擧辦活動用以解釋改革之目的，決定之理由，納稅人之義務及權利。

（96）參閱九月廿八日第27－G／79號法令第十、十三、十四、二十二及二十五條。

（97）參閱 J o sé J oa qu i m Te i x e i ra R i be i r o “ 稅制改革 ”第32／33頁 A t lán t i d a

E d i t o r a，SARL ．Coimbr a 1 9 6 5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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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重組課徵稽查部份及提供一項稅務諮詢服務（98），但是，事實上，爲課徵

稽查而設之稽查人員不只反映出不足夠，並且不適合，由於其專業技術培訓未能

使其完成一些要求他們去做之工作，即對公司之帳目進行核數，另一方面，實施

新稅務章程所帶來之行政及技術問題實在太複雜，必須要有在稅捐方面具有更專

業知識的人員才能解決。

故此在一九七九年設立之架構在一九八五年感到有檢討之需要，尋求更好地

說明其職權及更好地重組其部門架構使其階級關係更加適當。將財政司分作輔助

及執行部門，直屬於司長之下，執行部門包括稅捐廳，其中包括在特定稅務地區

之財政廳（99）。

經過此一架構之檢討，使財政司之各個職權得以更專業化——符合執行部門

——及訂定稅捐廳使其具有更廣濶之職權並加入稅務行政之活動（100）。這架構並尋

求招募在稅捐方面具有適當培訓之專業人員，即透過向葡國部門申請技術員（101）。

財政司之組織法在一九八八年再次作出檢討（102），跟隨以公共行政之組織架構

之一般基礎爲主之新架構（103），但輔助部門與執行部門之基本架構之劃分則幾乎維

持不變，只是以前廳（R epa r t i c oe s ）改稱爲廳（Depa r tamen t os），新之

組織法訂定稅捐廳（DC I）是財政司之一個組織單位，其職權爲執行本地區之

稅務行政，執行上級所訂定之稅務政策及使稅務法例得以遵守（104）。

這一財政司之組織單位有如下之正式架構：稅務稽查處，稅務行政曁諮詢組

及澳門財稅處，澳門財稅處分爲各科及有兩個財稅分處，同時，爲着課徵稽查之

目的，非正式地成立了兩個中心：A組納稅人稽查中心及資料蒐集科（105）。

（98）參閱1 98 2年1 月／3月財政報吿之李慕士“稅務預防及核查部門”及“稅務行政曁資訊

科的任務” ， 第 1 1 4 ／ 1 6 8 及 1 6 9 ／ 1 9 0 頁 。

（99）參閱七 月廿 八日 第81 ／ 8 4／ M 號 法令序 言及 第三 、四 條。

（100）參閱 七 月 廿 八 日 第 8 1 ／ 8 4／ M 號 法 令 第 十 三 條 。

（101）在葡國的公共部門中，與財政司稅務行政相類似的部門爲稅務局及財政稽查局。由於需要技

術的培訓，此項招聘政策不只是知識與經驗的轉移，就好像採取新的行政程序或修訂稅務法

例。此項甄選招聘政策於1 988年尾被放棄，改由從本地或外地招聘，但該等人員並無在

稅務方面受過專門訓練，再加上本地技術人材的流失，導致稅務行政的職權與經驗日趨減低。

（102）一月 廿五 日 第3／8 8／M號法 令 。

（103）八月 十 一 日第 8 5／8 4／M號 法 令 及七 月 三 十日 第 8／8 7 ／M號 法 律 。

（104）參閱 一 月 廿 五 日 第 3／ 88／M號 法 令 第 2 4條 。

（105）稅務稽查中心由高級技術員與財政技術員組成，其主要的職責是分析收益申報書及核查有編

製會計納稅人的帳項等等。資料蒐集中心由稽查人員所組成，其主要的任務爲調查未作登記

的納稅人，搜集有關樓宇、工商企業店號、無編製會計的納稅人（店號及自由職業者）等等

的資料。

財政司架構所作之各種修訂在職權方面尋求訂立更專業之領域，雖然繼續在

同一組織單位內具有完全不同之目標，所代表者正是多元化及缺乏技術專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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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分析這些修訂之撮要結論及有關稅務行政方面，可以說重要性之從屬，由

於在一個組織單位中存有其他完全不同之目標，表現出政策上不注重由於稅務收

入作爲公共收入及稅制作爲政府政策之工具。

（ 六 ） 澳門稅制修訂之建議

在認識了所得稅徵收制度及稅務法律與稅務行政互相配合的情況後，再回顧

一下發達國家所取得的稅務改革經驗以作爲對本澳稅制進行修訂的一個借鑑（106）。

雖然在提及建議時會有重覆槪念之嫌，但當有一組稅項時，無論所實施的稅率如

何，對於徵稅應基於公平而有效的原則，只有從這一點出發，此等建議才有意
義 。

由於要吸引外來及本地的投資，對於那些已習慣國際徵稅標準欲在本地投資

的外來觀望者，有必要使本澳的稅制更易理解。稅務改革不能只限於製訂若干條

法律，由於澳門的特殊環境，稅務法律不單要考慮到企業的行政組織，同時在過

渡時期，亦要顧及所有就法律實施所需的人員培訓及穩定的困難。

在法律方面，除公平徵稅原則外，對現行稅制修訂時還必須考慮以下兩個因

素：法律與行政程序的簡化，及使納稅人（及稅務行政當局）有適當的組織編製

。在實施方面必須遵守一般的法律規定，在稅務稽查範圍，對稅務違例者，稅務

行政當局應採取處罰的措施，同時亦指明應遵從的手續。

1 ．法律之修訂

經對本地區所得稅之研究，諸如對所得補充稅、職業稅與市區房屋稅，及國

際徵稅標準的兩個方面——團體法人與個人的研究，覺得對公司與團體法人應分

別課徵，但在最初階段無需由稅務章程加以分別以分別或放棄收益分類制（分類

稅制）。就對個人課稅而言，旣使實施收益單一稅制，但始終要識別收益的不同

來源及區分的方式，因此所需的程序其實與分類徵稅的區分相差不大，雖然最終

目的要使分類徵收的差異與之調合（107）。

（ i ）對公司及其他法人課徵

至於對公司及其他法人課徵的所得補充稅基本上實施單一稅制，即除房屋收

益外，向所有經營工商業活動所得的收益課徵，無論其來源如何。由於房屋收益

無須繳納上述稅項，所有公司收益與房屋有關的開支在稅務上不能接納爲費用，

許多時，此種方法對納稅人不利。

（106）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六日澳門商業周報刊登之“澳門稅制修訂的若干建議”的有關內容得到

進一步的闡述。

（107）將各種收益的來源統一徵稅，不僅涉及到稅率且亦有偷稅、避稅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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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此項例外對公司總收益的課徵會帶來一些行政附加費用：對公司而言，

將房屋的收益與開支（包括公司一般行政費用）分開入帳，該等收益只須繳納房

屋稅；對稅務行政方面而言，必須分析與核實納稅人在收益申報書內所提出的計

算數據。爲着旣能克服這種繁瑣的手續，又能保留現時將房屋收益分開課徵的好

處，可透過法律的修訂，有會計編製納稅人的收益與開支帳內亦包括房屋的收益

與開支，再把已經繳交的房屋稅金額在公司所得補充稅內減除，以便所有的收益

（與有關的開支）課徵同一稅率。在澳門對所得補充稅所實施的稅率是累進式的

，無論個人或公司收益均實施累進稅率。而國際徵稅的趨勢是對公司收益實施比

例稅率。現時的對公司的收益實施累進稅率及將收益分成十六個等級的計算方法

，在理論上的解釋並無一個有力的根據。作爲本澳稅制的一個簡化方式，可以設

立一個單一比例稅制及取消對稅款額徵收百分之五的印花稅附加，此單一比例稅

率大約爲百分之十六（108）。

由於本澳稅務法律或行政措施的因素，對所派發的利潤或股息並無雙重徵稅

的情形，但必須修訂對公司收益、利潤或派發給其股東或證券持有人股息的課徵

方法，通過法例明確規定免除對同一收益的雙重徵稅。爲着行政簡化的目的，無

論是公司或是稅務行政當局，對股東或聯號的股息、利潤或收益的課稅應包括在
公司可課稅利潤內進行，以使收益的受惠者無須繳稅（109）。

與在收益取得之年繳付部份職業稅的徵稅方法（110）剛剛相反，在對公司（及從

事工商業活動所得之個人）收益課稅方面，只須在收益所得的翌年九月及十一月

繳付稅款（111）。此情形並不合理，在行政方面亦無任何理由，稅款的繳納應於收益

所得之年度內進行，有關的調整及最後的繳交亦於收益申報書遞交時爲之（112）。

有編製會計師納稅人的收益申報書於收益取得年度的翌年四月遞交。如果納

稅人進行臨時結算稅款相等於上年度被課徵稅款之一半，其申報書可於六月遞交

，在討論此修訂條文時，有一位議員（亦是會計師）提議，將遞交期限延至六月

，及無須作任何預交，此項建議遂獲得立法會的通過（113）。

（108）對超過三十萬收益所 實施的最高稅率爲百分之十五點七五（百分之十五爲所得補充稅稅率，

加上百分之五的稅款印花）。此簡化並不因爲稅率的緣故，而是在其之前已轉爲比例制。

（109）香港的稅制中實行對公司總利潤的課稅，而不是在派發利潤或股息之後課徵。

（110）僱主每月從支付給其僱員／散工薪金中扣除應繳之稅款，然後每季上繳給政府庫房。

（111）參閱所得補充稅章程第57條1 款及註釋第（69），從事自由及專門職業人士的職業稅應於收益

所取得的翌年六月繳納（職業稅章程第35條）。

（112）在香港，對工商業活動收益課徵的稅項（利得稅），亦在遞交年收益申報書之前作部份繳交

：當稅款作確定結算時，將已作繳交的稅款與之作對冲，如有差額，則在翌年第一次預交時

一併繳交（參閱 D A V I D F I U X “香港稅 制：法律 與實施 ”1 9 9 1 － 9 2 年版第 2

2 3 ／ 2 2 8 頁 ， 中 文 大 學 報 。

（113）在賬項作結之後的六個月提交收益申報書，其理由給予會計師有必需的時間塡表。因此，由

錯誤或遺漏引致的偶然性結算將在收益取得年度的很久之後才能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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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總部設在澳門以外的公司，其結帳之時與平常年度並不相配合。應讓納

稅人有權選擇課徵年度，這樣旣只需一年結帳一次，又可配合課稅。因此適宜修

改徵稅期（無須與平常年度相吻合），並修改收益申報書遞交，結算及徵收之期

限，以使收益之取得日期與稅款之繳交日期相接近。

（ i i ）對個人課徵

在對個人徵稅方面，雖然在理論上可將納稅人的收益統一，並按其納稅能力

而將稅務負擔分開，但實際上，在本澳並無意義。爲此，必須考慮以下的情況：

有相當部份具有代表性的業主並非在本澳居住，因此對收益的分類並無一準確的

界定，同時在綜合有關的總收益時，要認別納稅人與其家人有一定的困難。

儘管將收益統一有一定的困難，但對有相同收益的納稅人應課徵相同的稅款

，無論其收益的來源如何。經對現行的所得稅率研究後，發現由不同來源而獲得

相同收益的納稅人，按照納稅人與收益數額的情況，繳交不同的稅款。

對從事替他人服務職業的收益課徵職業稅，同時對經營工商業所得之收益課

徵所得補充稅。如果在兩者收益相同情況下進行比較，發現上述徵稅不公平的現

象更爲嚴重（114）。除了此等繳交的稅款之外，不合理的情況還包括稅款的延期繳交

及避稅的可能亦有分別，後者在替他人服務的僱員中較少發生。

雖然累進稅制仍是個人所得稅的徵稅標準，在某些稅制有一定發展的國家內

已開始實施單一比例稅或減少稅率（115）。這樣有可能失掉累進稅制賴以存在的價値

基礎，但却對稅務行政有利。因爲對稅務行政當局而言，要獲得納稅人從不同來

源所得之總收益頗爲困難，而現行的累進稅制對此並無影响（116）。有一種簡便而又

較爲公平的方法是對所有的收益均徵收同一稅率，同時無論對哪一種稅項，均無

家庭負擔的扣除，此種比例稅制可使有關經營工商業，從事自由職業及物業的收

益獲得相同的處理，因爲三者避稅（及逃稅）可能性極爲相似。另一方面，由於

在納稅人之中逃稅的情況亦有不同，作爲一種補償，對替他人服務的僱員應給予

特別的優惠，例如，可在其收益中給予一個扣除，對可課稅收益實施比例稅率

（117）。

在比例稅制中，下列的問題均變得毫無意義，如：對家庭成員綜合或分開課

徵；個人收益內所派發的利潤或股息綜合與否；及家庭開支的稅務優惠（如有）

是否應在收益內或稅款內扣除。此是對個人課徵的簡化方法，又假若對公司實施

相同的單一比例稅率，就課徵方面而言，無論是公司與否，却無任何分別。

（114）參閱表Ⅲ。

（115）參閱註釋（26）。

（116）累進稅率實施的範圍：向工作收益課徵的職業稅及向工商業收益課徵的所得補充稅；對市區

樓宇的收益並下實施累進稅（房屋稅）。

（117）此項百分率的扣除應與納稅人在其他收益方面所作出的逃稅相等 即爲着所得補充稅的實施，
從事替他人服務職業所得收益享有百分之二十的扣除（ 參閱所得補充稅章程第 6 條 1 款 b

項 ）。

268



不論是理論上或政治上的理由，累進稅制仍需維持，對個人所得課徵的所得

補充稅與職業稅兩者的稅率應是相同的，對房屋收益所課徵的稅率應是對工作及

工商業收益所實施的最高稅率。鑒於此種假設，應簡化稅率及收益的等級：例如

由1 6級改爲5級；將家庭成員分開納稅，及取消家庭負擔的扣除。

由於所實施的稅率太低的緣故，使得家庭負擔的扣除在理論上的支持無足輕

重，充其量亦只不過是心理作用及製造一些行政手續。假如因爲政治的理由必須

維持此等扣除，作爲受惠人的每個家庭應有一個固定額在稅款中而非在收益內扣

除。如果所實施的是累進稅率，最高收益的納稅人將受惠。在家庭成員分開納稅

的情況下仍維持此項扣除意味着增加行政方面的工作，因爲要避免對其配偶作相

同的扣除。

近期稅務改革發展的另一個關注的方面，是擴大徵稅基礎，加上以前並無包

括的收益或取消由稅制所給予的稅務優惠。根據此指導方針應界定所得稅的豁免

範圍（職業稅及所得補充稅），除了消除若干對稅法解釋的疑義之外，應使實施

更爲簡便。

對本地區公共行政人員的豁免，如公共部門、機關、機構及地方自治機構的

公務員之免稅優惠應該取消（118）。由於有許多與公共行政當局簽訂合約或關係的方

法，許多時，很難確定眞實的徵稅情況，甚至對此不想深入了解。因此，如果與

其他豁免徵稅的情況相比，對那些需要繳納的情況便顯得非常的不公平（11 9）。

另外亦有一些收益無須納稅，諸如退休金，退休津貼、退休補助及同退休性

質相似的離職所收的一筆總津貼等等（120）。此等豁免的理由並無理論上的根據。同

樣，另一不合理的情況爲：按照本地區法例建立的公積金，作爲基金受益人的僱

員，其作出的供款亦獲得豁免。此種使已經受益的供款者獲得更多優惠的做法（121）

，只能是對建立公積金原意的扭曲，同時亦給稽查帶來困難。因此必須要檢討這

種情況。

（118）參閱職業稅章 程第1 0條 1 款a及b項 ，及所得補充 稅率章程第 9條 1 款a及 b項。非牟 利

教育機構的員工與公共利益行政團體的服務人員一樣免徵職業稅（參閱六月三十日法令第6

5 ／ 8 4 ／ M號 第 2 條 ） 。

（119）有關政府派駐他處的管理人員無豁免職業稅（參閱職業稅章程第1 0條1 款a項）所舉的例

子意義含糊。對此條文的實施並不嚴格，因該等職位可由政府公務員或服務人員兼職擔任，

其收益同時來源於公職（兼職）和私營機構。因此值得考慮的是某些營業稅的豁免延伸至須

繳納所得補充稅的收益，但並無在此章程內載明（所得補充稅章稅第9條），或同樣引伸至

須課徵職業稅的收益。

（120）參閱職業稅章程第4條 c項及所得補充稅章程第9條b項。

（121）參閱六月十三日第44／88／M號法令第4條。在香港，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提交的僱員對

退休及公積金供款豁免職業稅的申請遭到稅務局局長的拒絕。而僱主的供款（一定的數額內

）如其他開支一樣，被視爲生產過程所必需的開支，可在公司總收益內扣除。至於僱員的供

款是一項私人性質的支出，不得於收益內扣除（參閱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南華早報第一

頁“僱員退休計劃供款規則——豁免要求被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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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爲本稅務法例修訂建議的結語，上述所提出的若干修改，可使澳門的稅制

在某方面更簡化，更公平，亦使稅務當局有更大的道德力量去執行。不只是由法

律的修訂以使不同來源的收益作出相同之課徵就能產生稅制公平的結果，稅務當

局亦需要透過行動使稅制公平，因此應採取措施令預定的稅務法例（公平性）眞

正得以施行。

2 ．稅務稽查

稅務行政當局的總目標可以歸納爲以最低的支出並透過對法律的執行，以公

平、公正及統一的原則對各稅項進行徵收。此等目標包括了顯見之冲突槪念：爲

了保證稅款的徵收及結算的順利進行，必需有個健全的稽查制度及納稅人申報資

料的齊全，有關的稽查行動將帶來龐大的開支，因此只能在此等目標之間覓求達

到更好的協調。

在稅務行政的各項功能之中，自願履行稅務責任是優先的目的。在稽查方面

，一般來說，工作的目的是要核查納稅人是否按照稅法去履行其責任。因此對任

何的稅務行政當局而言，無論納稅人履行稅務責任的程度如何，稅務稽查工作是

必需的：就算納稅人完全遵守稅法規定，亦需有一機制對此作出核查。因此，如

果無稽查，便無法證明其眞實性。

並非所有納稅人均爲稅務當局所認識，因此需要有些方法及措施去進行認別

。在已作登記的納稅人之中，有一部份並無按期或自願遞交申報書，必須對此等

不履行責任者施加一些壓力。另一方面，經驗顯示，並非所有納稅人都自願及按

時對其收益作出正確的申報，在此情形下，有必要設立一些核查的方法以確定有

哪些納稅人作不確實或虛假申報。

本澳的稅制與其他地區的一樣包括兩大類稅項。每一種稅項的稽查有本身的

特徵。實際上，稽查的稅項都是與公司的業務有關的——有會計編製的所得補充

稅，職業稅及旅遊稅（122）等——；因此要求有關的公務員或服務人員有一定的會計

、核數、工商管理及其他同會計無關的稅項稽查的知識，（此等稅項包括房屋稅

，物業轉移稅，遺產與贈予稅等），其中亦包括對按估定或正常利潤課徵的公司

之稽查。

爲着稽查之目的，除了使用會計核數專業知識之外，還可用其他的措施或稽

查制度，無需上述之各項條件亦可對納稅人進行稽查。在此等方法中，可透過外

表迹象的評估，個人或公司財政及經濟能力主觀的審核。一般來說，透過強制性

措施的實施以幫助確立某些人須遵守的法律所規定的課徵責任。

（122）旅遊稅是針對酒店業或同類者的發票金額所徵收的稅項。

對公司的稅務稽查活動傳統上可分爲二類：內部核查及外勤調查。內部核查

是由稅務行政的人員在部門內對公司所提交的申報書／文件作初步核查，有時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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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他來源的資料作爲補充。一般而言，此種核查其對象並非是帳目或文件，只

是審核申報書內的項目是否合理及會計的有效性。嚴格來說，此種稽查方法並不

採用核數會計技術的傳統原則。

外勤調查是前往一間公司，對其所有的會計帳薄、文件或任何可以反映納稅

人眞實情況的資料進行核查。通常需要花較多的時間，因要作較深入及細緻的稽

查工作，要求在對公司的檔案文件進行檢查時，事先安排有關的程序。

此兩種稽查方法互相補充，兩者都具有同一個目的，即檢查及核實納稅人對

稅務責任遵守的情形。其資源需求的多少視乎稽查政策的確定及每一種所具有的

職責 。

內部核查的公司數目遠多過外部調查的數目，理由是可對納稅人發揮較大的

教育作用。此種稽查方法可使有關的申報更準確，特別是在採用新款的申報書時

，亦可使新加入的工作人員在執行外勤調查時作好充份的準備工作。

對本澳所得稅實施範圍進行研究後，可以說，稽查的措施或方法可以使避稅

及瞞稅的情况得以減少。此情形並不是爲稅務稽查政策或核數程序的製訂作檢討

，而是一整套本地稅務當局可以利用的人力或技術資源着手進行的工作而已。

在公司方面，首先要做的是爲稅務目的所做的登記及認别。營業稅在澳門的

稅制中扮演的是一種登記稅的角色，即所有的工商業企業商號均須作出登記。法

律亦規定方法去檢查此種登記，因此，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出示營業稅登記文件

（123）作爲補充程序，公共部門應要求所有供應商或提供服務的人士提供納稅人／商

號的編號，爲稽查之目的，每年將勞務提供及資產購買金額通知稅務當局（124）。

許多公司經營其業務並無進行登記，通常多屬於小規模的店號，與外國或公

共部門並無商業上的關係。有爲數相當多的零售店都在此範圍，例如雜貨舖、餐

廳小食店、商塲內的小攤位、地產經紀及從事不動產交易者、美容院與髮型屋

等 。

在其他地區或較大國家進行稽查須花費較昻貴的費用，對僅是彈丸之地的澳

門來說，要進行此方面的工作無須很多的費用。事實上，可以從整個地區着手搜

集有關工商業商號的資料，界定有關的行業及核查在營業稅方面的登記是否與事

實相符或遺漏（125）。

（123）出入口證書、經營特定行業的准照之發給及與政府訂立的合約等（參閱營業稅章程第33

條 ） 。

（124）如果在繳付申請書內指明每位納稅人／店號的編號，財政司可以得知此等金額。此項編號的

列明應引伸至有關提供服務或交易的商業文件如：發票，收據等。有關各公共機關及其他人

士的合作義務請參閱所得補充稅章程第63條。

（125）稅務行政當局具有本澳每個區域（逐條街）商號店舖的資料包括地址，所經營的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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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多納稅人欠交申報書或所申報的資料不全，因此有需要以評估的方式來

核定其可課稅收益。此項工作的進行需要搜集有關所經營業務的數據及指標以定

出稽查工作的標準（126）。此等指標依據行業的具體情况而定，但必須符合經營業務

所需的設備、佔用的面積及僱員人數等客觀資料，以使收益的評定能充份體現稅

務公平的精神。

例如，對酒樓餐廳業，所搜集的資料包括位置、佔用的面積、桌子數目、伙

計人數、營業時間、所定的價格及其他資料。用這些資料或數據在相同行業的納

稅人之間進行比較，然後得出一個估定收益。比起以完全主觀報告或並無可靠性

的申報書來評定收益，上述的做法比較公平，而後者往往對處於相同情况的納稅

人有不公平的對待（127）。

在建築公司中亦有相同的情况如申報資料的不可靠或欠交發生。對此，稅務

當局很容易得到有關的銷售價格，例如可以通過在傳播媒介刊登的廣告，公司自

行派發的小册子，此外亦有由直接問價得到的物業眞正的買價。如果對這等公司

進行公平及有效的課徵，可以根據地點，用途、建築面積來制訂收益評定標準（128）

。也因此與事實更相接近，同時要控制納稅人自報的收益，本澳具有的大建築公

司並不是多到無法稽查（129）。

此等稅務的稽查工作應該由稅務行政當局的稽查人員去執行，亦可開展一項

運動聘請臨時合約人員去進行，只要有必需的學歷及經過短期的專業訓練，了解

稽查的目的及搜集資料即可（130）。實際上，由於要對本澳所有的商號作出調查，需

要大量的工作人員。如果欲在短時間內完成整項工作，唯有採取分區、分期的措

施來進行。

此項工作旨在覓求取得納稅人的登記及其所經營的業務，檢查納稅人是否按

時納稅，同時亦搜集資料以使經營相同業務納稅人之間的課徵更加公平。假如能

把此項工作交給那些對會計知識並無認識的人員去辦理，那麼其他的工作便可交

給對會計，核數及工商管理有認識的稅務人員負責。

應有足夠的具有專業知識的技術人材以能應付對大公司的稽查工作（銷售／

勞務提供或繳稅額）。通常此等公司備有編製的會計，因此可以透過對有關的收

益申報書的研究，視察或查帳，核查其對稅法遵守的情况。爲着提高對稅制遵守

的水平，有必要加強外勤調查方面的工作（去納稅人的店舖）。因爲，在有法律

修訂或新式申報書採用後，假如納稅人的塡表有錯漏，或對稅法或合理的標準解

釋並不充份時，籍此可以作出有關的更正。

（126）參閱所得補充稅章 程第1 9條3款 。
（127）有 關 對 正 常 收 益 徵 稅 的 利 幣 可 以 參 閱 J o sé J o a q u i m T e i x e i r a 一 書 的

第 3 ／ 5 頁 。

（128）知道不動產交易的實在價値不但對賣方收益的徵稅而且對買方物業轉移稅的徵收有所影響，

假如不動產或獨立單位並無出租，可以透過從交易價所得之有關租值課徵房屋稅。

（129）納稅人只要提出有關確實的資料便可對所評估的收益作出申駁。

（130）此項活動可由大學工商或管理系學生在課餘時間進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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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公司實際利潤的課徵是按照納稅人的申報書進行的。此等申報具有適當編

製的會計制度，經核數師或會計師的簽署，但在澳門此等專業人士的角色容易和

稅務當局混淆。爲着稅務目的以向稅務當局申報金額的眞實性及與公司實際情况

相符的可靠性，由於專業人士的參與而受到相當大的限制。除了其他的理由，並

非所有公司入帳的費用可以接納爲稅務費用，這當然不但要視乎其是否在合理的

尺度，亦要按照自由裁量的技術標準。

另一方面，對會計師及核數師的紀律責任，在法律方面的規定並不清楚（131）。

稅務行政當局放棄了對此等行業紀律管制的權力。在這情况下，稅務行政當局的

做法要更爲實際些，例如對有適當編製會計的納稅人要求其更加盡責，有關的收

益申報書要眞實，同時派人員出外核查以確定其所申報的收益。

除了對有編製會計納稅人所得補充稅的課徵稽查之外，亦要對僱員／散工職

業稅的代扣進行核查。稅務行政當局對有關稽查的內部程序較易製訂，只需登記

僱主的納稅編號，包括按期繳交的稅款及留意有關的金額及其發展。

此等已繳交職業稅公司的登記可與作其他登記的公司進行比較（132）；籍此可以

知道其有否欠交。並可以選擇若干納稅人／僱主，根據其規模，薪俸超過免稅額

及並不繳稅或無須繳稅的僱員人數，對其進行稽查。公司在年尾必須將支付給僱

員的收益，所代扣的稅項及無須繳稅的金額作出申報（133），亦可以將此與爲僱主所

得補充稅目的而申報的開支——人事費用進行比較（134）。

以上一系列對收益稅所進行的稽查行動中，並無包括對房屋收益課徵的稽查

。如果是出租的樓宇，其應課稅收益相等於租金減除百分之十的維修費用；如果

樓宇並無出租，有關的收益亦相等於租値減去相同的百分比（135）。

雖然法律規定“租値相當於按照估價方法在自由合約制度下全年的合理租金

……” 136）。在一般情况下，此金額低於實際的租金。這種情况，再加上租賃法律

對租金的調整有許多的限制，以使登記爲租賃的樓宇數目相當低，亦由於房屋紀

錄册內登記的租值減少，因此導致課徵額減少（137）。

（131）參閱八月二日政府公報第三十一期 刊登的第91 ／GM／86號批示 。

（132）一九九○年度，從第一組納稅人徵收的職業稅相等於六百間公司僱主所上繳的數額，其中有

十間公司已佔了總額的百分之七十五。同年所得補充稅備有會計師的納稅人之數目已達到二

千，由此看出，在職業稅方面存在相當大量的避稅瞞稅的現象。

（133）參閱職業稅章 程第1 3條 。

（134）除了此等公司外，另有其他的僱主須履行職業稅章程所規定的責任，對其僱員應繳稅款進行

代 扣 。
（135）參閱 房 屋 稅章 程 第 1 3條 第 1 款 及 第 25條 1 款 。

（136）參閱 房屋 稅章 程第 25條2款 。
（137）一九九○年大約有七萬九千二百個獨立單位，其中有五千三百個作了租賃登記，無租賃關係

房屋的年課徵收益平均爲三千六百元正；有租賃關係的房屋則平均爲三萬二千元。此等數字

不僅反映了租値末得到調整，同時亦表示在房屋稅方面亦存在避稅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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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使對收益的課徵達到平衡，不論其來源如何，應使租值與市塲的租金相接

近，可以通過估價來達到此目的（138）。法律規定房屋紀錄册內所登記的租値應作定

期調整。因此可以將有關的金額去乘以一個反映租金變動的系數。但此項調整從

未實行過（139）。

由於此項調整可能帶來政治及社會的影響，因此應對此作出解釋，同時以使

增加的收益應用於與樓宇有關的開支方面：如公共衛生設施，道路的舖設及垃圾

清潔等。由此，按照“利益原則”，對由房屋所得收益（實際或估定的）之課徵

，便有更充份的理由（140）。

對實際收益能做到公平徵稅就要求納稅人有一個合作的義務，對所提交的收

益申報書必須有眞實性；稅務當局亦要加強稽查工作，對納稅人所提供的資料，

公司的帳目及自由職業的會計科目作出研究。另一方面，亦需要納稅人與稅務當

局在工商業及自由職業收益的評稅或複評委員會（141），及樓宇租値的評定中有緊密

的合作。

除了對違犯稅法罰則的法例修訂外，亦需要執行稅務稽查任務的技術人員（

高級或其它）去督促納稅人遵守稅法的規定。但對於有專業知識的技術人材，不

但需要招聘，且需要培訓。因爲在這專門方面，要有核數、法律、稅務學說及其

他知識，亦需要時間去積累。對人員不進行培訓或對離開的技術人員不作相同的

補充所帶來的後果應該有所檢討。

有關稅務行政人員的質素亦有相當重要。應當留意的是稅務稽查員在納稅人

的眼中是代表了稅務部門的形象。這種形象絕大部份依賴於稅務稽查人員的專業

知識去反映，因此該等工作人員亦應遵從專業守則，以能獲得對稅務當局有利的

效果。正由於對公司的直接稽查及稅務稽查對納稅人所帶來的衝擊，納稅人顧慮

會對自已有所影響，從而對自願遵守稅法的責任性有所提高。

（七） 結論

經對稅制目的之研究，可以得出結論如下：

1 ．必需有足夠的財政資源以使地區或政府公共機構能得以發展從而滿足大衆的

需要。

（138）參閱註釋（128）。

（139）此項調整應由總督的批示決定（房屋稅章程第27條）。

（140）房屋稅收入的增加可以影響自治機構將進行的工程或所提供的服務。此等服務所需的開支被

視爲與納稅人日常生活緊密相關的。因此，此項房屋租値的調整可以透過開設一個用於公共

衛生及垃圾搜集的費用以使收入增加。

（141）儘管此等委員會需要每年組成，但其運作却是長期性的。因爲在一年中，納稅人的收益需被

評定，同時在委員會仍未組成時期，有關的申駁需要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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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財政獨立的地區或國家而言，稅收是公共收入的主要來源，同時公共開支

成爲政府政策的一種工具，其作用會影響整個經濟，或逐步改變本身的架

構 。

3．澳門地區所實施的稅制作爲社會經濟政策的工具，對整體經濟的穩定作用受

到限制，但在作爲基本建設發展所需的資源或作爲對收益再分配的政策方面

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

4．無論透過稅制取得公共收入的目的如何，低稅率必須維持，稅收的徵收方法

亦應簡單、公平及有效。

經對稅務改革的各種槪念，階段及資料研究，反映出：

5．在八十年代的下半期，本澳的稅務改革有二種不同的方針，但從無得到發展

：增加間接稅，減少或放棄對收益的課徵；將主要的課徵減爲二種直接稅即

對收益及不動產的轉移及擁有課徵。

6．一個眞正的稅務改革有兩組不同的行動組成，並互相關聯：在法律層面，建

立一個稅制的法律架構；另一個較難發展的是稅務行政的技術層面即對執行

法律的人員（及公衆）的培訓。

7．財政司在行使稅務行政的職能時，應採用逐步改革的方針，即不斷地將稅務

法例及技術更新以能適合本地區經濟社會的現况。

將澳門的所得稅與國際的稅務作一個簡單的比較，稅制修訂的趨勢有如下的

特征：

8．對收益課徵透過二種稅制進行：對個人收益實施累進稅；對公司及其他法人

團體的收益採用比例稅。

9．對個人收益課徵的改革可以擴大徵稅的範圍，重組稅率及對不同來源的收益

予以相同的處理。

1 0．對公司及其他法人團體收益課徵的改革，可以取消一些對投資决定歪曲的稅

務優惠，降低稅率及採取措施以減低分派的利潤與股息之間的差別。

澳門稅制是由針對開支、資產或財富及收益爲課徵對象的各種稅項所組成，

因此具有下列特徵：

1 1 ．對公司及其他法人團體的收益以分類課徵，並無特別或分開徵稅，對個人課

徵的情形亦相同。

1 2．雖然採用以評估的標準核定收益，但盡量根據納稅人或第三者遞交申報書的

數額課徵。

1 3．無論在經濟或法律方面，分配或交給股東或股票持有人處置的收益並無存在

雙重徵稅的情况，因此課徵只是針對有關的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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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最高額的稅率亦相當低——樓宇的收益爲百分之十至十六；其他收益爲百分

之十五。如果同現時國際上所採用大部份稅率標準相比澳門實是一個避稅樂

園 。

1 5．具有整套鼓勵投資的稅務優惠政策。雖然並無太多的選擇方法且效率亦低，

但一般而言，優惠的批給可由政治行政權自由决定。

1 6．並不十分清楚稅務優惠給稅務開支所帶來的影響，但無論如何應在本地區的

總預算册內列明以作爲參考數據。

1 7．澳門並無與其他國家簽訂有關雙重徵稅的國際協議，但由於實施較低的稅率

，因此對外來投資並不造成障碍。

經對 1 9 7 8年至 1 9 9 0年間關於收益課徵所修訂的法律及行政稅序進行

研究，發現：

1 8．透過對有關槪念的解釋，稅務優惠法律的更新，確立收益評定統一標準，對

費用實施一個合理的原則，及行政决議的公佈， 求減少稅務行政當局與納

稅人之間潛在的摩擦。

1 9．爲使納稅人能更簡單、更方便地履行稅務責任，制訂了新的申報表格（雙語

），實行了透過銀行機構繳交稅款，及電腦化以使有關申請（證書）的發出

能更快地進行。

要進行稅務改革，必先要作行政改革，因高質量的行政是稅制得以運作的必

備條件。作爲執行本地區稅務行政職責的機構——財政司，近年來其架構的發展

歸納如下：

20．財政司的架構經多次更改旨在謀求確定職責的專業範圍，由於在同一部門內

要行使目的不同的職能因此所要進行的工作相當廣泛且缺乏專業化分工。

21 ．在一個總的機構內有許多其他不同目標的附屬機構，而稅務行政便屬其中之

一。作爲公共收入的稅收政策，其所顯示的並非決定性的作用，稅制亦只是

政府政策的一個工具。爲達到澳門稅制修訂的建議中所提到的簡化公平之目

的，所採取的措施如下：

22．應對公司及法人團體收益以單一比例稅率課徵。公司收益內可包括派發給股

東或合夥人的股息、利潤或收益，以使收益派發的受惠者無須納稅。

23．應修改課徵期（無須規定與平常年度相符）。因此可以對申報書遞交、結算

與徵收的期限作出修改，從而使收益獲得之日期與稅款繳交的日期更爲接

近 。

24．應對所有種類的收益實施比例稅率。由於現時對個人總收益無法進行單一課

徵，而現行的累進制亦無法體現稅務公平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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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對替他人服務的僱員的收益給予一個特別的稅務優惠。例如在其收益內作一

個總的扣除，對可課徵收益實施比例稅率，作爲在其他納稅人避稅的情况下

，對其的一個補償。

26．擴大課徵範圍，包括現時免徵行業所得之收益及其他社會福利的收益。因對

該等之豁免並無任何理論根據，同時應取消與上述相同目的之扣除。

對任何一個稅務行政當局而言，無論納稅人對稅務責任履行的程度如何，稽

查工作是必需的。

爲着澳門稅制能眞正公平及有效地得以實施，稅務行政當局當做到：

27．對稽查工作的安排和執行傳統上分爲兩大類：在部門內，對納稅人或第三者

所遞交申報書及資料進行研究；及前往納稅人處進行調查，因其有所需的資

料可反映實情。

28．在執行稽查任務時，對納稅人進行認別、登記，搜集資料以能評定收益，分

析納稅人的帳目以核查其申報的眞實性及有否遵守其他的稅務責任。

29．對無租賃關係樓宇的租值進行評估以使其與市塲的租値更爲接近，並與其他

收益的課徵相平衡。

30．在納稅人的眼中，稽查人員代表了公共部門的形象與尊嚴。而這種形象絕大

部份依賴於執行工作人員的專業知識及其行動去維持，因此，對此等人員而

言，亦應遵循有關的專業守則。

。

附 表

【表Ⅰ】 對所得稅章程作出修訂的有關法例

1 、 職業稅章程

—— 五 月 十 七 日 第 1 0／ 80／M號 法 令

—— 七 月 四 日 第 6／ 81 ／M號 法 律

—— 三 月 十 日 第 1 2／ 84／M號 法 令

—— 七 月 十 四 日 第 7 5／ 84／M號 法 令

—— 三 月 二 日 第 1 0／ 85／M號 法 令

——五 月 十 一 日 第 3 7 ／ 8 5／M號 法 令

——四 月 六 日 第 1 8／ 8 7 ／M號 法 令

——七月 十三 日 第6／ 87 ／M號 法 律

——七 月 二 十 日 第 5 5／ 8 7 ／M號 法 令

——六月 四 日 第 4／9 0／M號 法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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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 格 ■ ■

■ ■ 表 格 ■ ■

（續表Ⅰ）

【表 Ⅱ】 職業稅章程

免稅額與稅率

（1）實施最高稅率的最低課徵收益

（2）對總收益實施此等稅率。無論何種情况，納稅後所餘的純收益，不得少於前一級最高額

徵稅後所餘之數字。

（3）按收益的等級實施不同的稅率。

（4）超過免 稅額的收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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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Ⅲ 】 對工作收益及經營工商業收益課徵的對照表

＊記號的範圍表明課徵的情况有很大的變化。

＊＊工作收益的課納情况有所改變。

＊＊＊按照稅務行政當局所用稅率的計算結果。

1、經營工商業活動的可課稅收益可享有下列扣除：

免稅額全年一萬二千元；及營業稅額三百元（參閱所得補充稅章程第6條1 款a及 c項）。

2、對經營工商業活動所課徵的營業稅一般爲三百元。從事自由職業者須繳納職業稅的年固定

稅額爲三百元（參閱職業稅章程第8條2款）。

3、稅款的總額並無包括按稅款徵收百分之五的印花稅。

4、倘數目少於五十元時，即使是附加，將不進行任何結算。（參閱所得補充稅章程第54條

2款 ， 及 職 業 稅 章 程 第 30條 2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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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Ⅳ】 由稅捐厅公佈之通告一覽表

＊亦有通告中包括不同的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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