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民聯向財政司司長提交 2019-2020 年度《財政預算案》建議重點 

 

 

應對中美貿易戰  

1. 由行政長官親自掛帥，成立專責應對貿易戰的工作機制  

2. 協助廠商開發海外產業園區／經濟專區  

 

 

減輕企業財政負擔  

3. 重啟「特別信貸保證計劃」，由政府提供 1,000 億元的信貸保證  

4. 豁免商業登記費和旅行社／酒店／食肆牌費  

5. 調整住宅和工商鋪／寫字樓「辣招」，協助企業周轉  

6. 取消烈酒稅，全面提升香港酒類貿易的國際地位，令飲食、旅遊等

行業受惠  

 

創科和創意產業  

7. 設立 50 億元智慧城市專項基金  

8. 優化科技券計劃，提升 20 萬元的資助上限至 50 萬元  

9. 撥款設立專門的創新及科技學院  

10. 落實環保和設計扣稅安排  

 

旅遊業發展  

11. 盡快決定亞洲國際博覽館第二期發展的融資安排和落實時間表  

12. 加快研究開發來往香港與內地一線城市的高鐵旅遊專案  

13. 落實優化和擴大「 144 小時便利簽證」安排至廣東省和以外地區  

 

金融服務業發展  

14. 繼續豁免各項證券相關牌費兩年  

15. 開發大灣區跨境金融服務平台，發展人民幣電子支付系統  

16. 與內地商討降低准入門檻，推動債券雙向通、ETF 通和新股通  

 

增加土地供應  

17. 改劃生態價值較低的郊野公園邊陲綠色地帶作建屋之用  

18. 研究發行填海債券  

19. 加快舊區重建及加大市區地積比率  

 

 



 

寬免差餉和調高免稅額  

20. 寬免差餉，維持每個單位均獲寬免的安排：  

下調各類物業差餉一個百分點至 4%，並寬減未來一個年度的差餉，每

戶每季上限 3,000 元，同時維持現時每個單位均可獲得差餉寬免的安

排。  

21. 進一步提高基本免稅額及擴闊稅階：  

進一步提高基本免稅額由 132,000 元至 150,000 元，擴闊稅階由 50,000

元擴闊至 55,000 元，同時寬減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設寬減上限增

至 35,000 元。  

22. 調高子女免稅額及子女出生年度的額外免稅額：  

由 120,000 元增至 150,000 元，為多名子女的免稅額分級實行累進安

排。  

23. 調高供養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免稅額：  

調高供養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免稅額，由 25,000 元增至 30,000

元 (55 歲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 )，50,000 元增至 60,000 元 (60 歲父母

／祖父母／外祖父母 )。  

 

支援各階層人士  

24. 設立幼兒服務開支扣稅（上限 30,000 元），減輕中產家長負擔  

25. 為 60-64 歲長者及全日制學生提供交通票價優惠  

26. 增設「銀髮創業基金」，為創業長者提供支持  

 

締造安全和綠色城市  

27. 撥款 100 億元作為改善水質的基礎性投入資金  

28. 向鄉郊保育基金注資 10 億元，為偏遠村落改善基本生活設施  

 

推動「再工業化」和提升工廈消防安全  

29. 盡快推出「再工業化資助計劃」，加快審批各類創科基金的申請  

30. 成立提升工廈消防安全專項基金，推動工廈重建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