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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為進一步鼓勵工業界在工業裝置及機械的投資，特於 1998 年 4 月1日開始，提

供購買特別與製造工業有關的工業裝置及機械開支 100%即時扣除。除此之外，購買任

何電腦硬體、軟體和系統開發所作出的投資，也一併給予即時的 100%扣除。

【工業裝置及機械的折舊免稅額】

　　假設東主在 99 至 2000 年度內，購買與工業裝置有關的設備為 20,000 元和投資電腦

為 25,000 元，合共為 45,000 元可以在應評稅利潤中扣除。但與工業裝置及機械無關的固

定資產，依然保持首年 60%的折舊免稅額（例如辦公室設備和裝修等）和每年分別為 10%

、20%及 30%的折舊免稅額，視乎該類固定資產所屬的組別。

【工業及商業樓宇的折舊免稅額】

　　工業樓宇可以享有 20%的初期和每年 4％的折舊免稅額，商業樓宇只可以享有每年
4%的折舊免稅額。折舊免稅額並不是以購買價來計算，而是以建築成本計算的。

【虧損的稅務優惠】

　　任何公司在某一會計年度內的應評稅虧損可用以抵銷隨後年度的應評稅利潤，用剩

餘應評稅虧損來抵銷利潤並沒有間限制，直至全部抵銷完畢為止。假設：97/98 年度應納

稅虧損為 100,000 元，98/99 年度應納稅利潤為 30,000 元，那麼尚有 70,000 元的應納稅

虧損尚未扣除，此金額可以在今年（1999/2000）的應納稅利潤中扣除。

【其他可以扣除的優惠】

慈善捐款：是可以抵銷應評稅利潤，但要符合下列條件﹕

1. 捐款予認可慈善機構

2. 每次捐款不少於 100 元

3. 每年可扣除總金額以應納稅收入的 10%為限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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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

職業退休金或強制性公積金的免稅額：僱主每年為僱員所支付的退休金或強制性公積金，以每一位員工

總薪酬的 15%為限。

【帳簿及紀錄】

　　除按時填報稅局所發出的報稅表外，凡在香港經營業務人士，必須就其收入及開支以中文或英文保

存適當的紀錄，以便確定其應評稅利潤。法例規定必須記錄各項業務交易的詳細資料，業務紀錄自交易

日期起計保存 7 年。任何人士如沒有保存足夠紀錄，可被罰款最高達 100,000 元。

港港府府擬擬撤撤英英聯聯邦邦大大律律師師特特權權
　　港府建議開放本地大律師執業註冊制度，包括撤銷目前英聯邦國家大律師所享有的特權，授

權大律師公會制訂統一的考核和註冊制度，讓外地法律執業者投考本地執業大律師資格。議員擔

心有關改革建議，影響目前在英聯邦國家留學的香港學生。現行法例規定，來自英格蘭、蘇格蘭

、北愛爾蘭和其他英聯邦國家的大律師或代訟人，經過簡單的確認程序，便可取得本地大律師資

格，但來自非英聯邦國家的外地法律執業者，除重新攻讀本地法律課程外，沒有途徑可獲認許為

香港大律師。

　　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的《服務貿易總協定》，專業服務的認許準則必須客觀合理、不帶歧視和

標準化，港府認為現行的大律師執業註冊制度，明顯違反《協定》要求。徵詢過大律師公會及律

師會意見後，律政司提出《一九九九年法律執業者（修訂）條例草案》，開放本地大律師行業，

並進一步改革本地律師行業的運作。草案委員會主席吳靄儀指出，草案沒有就改革大律師註冊制

度，訂立清晰的過渡安排或過渡期。她說，目前在其他英聯邦國家攻讀法律的香港學生滿以為在

當地取得執業資格後，便可回港執業，但如果這些香港學生不能趕及在草案通過前完成有關課程

或考核，回港後便需要參與多一次考試，才可在本地執業。她認為，這樣對在草案通過前出外留

學的香港學生不公平。

　　委員梁智鴻則指出，前立法局於九五年通過統一本地醫生註冊制度時，亦出現過類似間題，

最後導致自由黨周梁淑怡提出私人修訂草案，讓那些在九六年前入讀三十八間英聯邦大學醫學院

的香港學生，豁免考取香港註冊醫生的執業試。副法律政策專員黃繼兒表示，律政司計劃透過調

整條例的生效日期，解決有關過渡安排和過渡期的間題，稍後會與大律師公會討論有關細節。

　　

　　草案的另一項重要改革，是增設「受僱大律師」（employed barrister）這一個大律師類別。
黃繼兒解釋，近年有愈來愈多公司有意聘用具大律師資格的人士，專責提供法律意見服務，立法

容許這類過去稱為「in-house barrister」 的大律師直接延聘執業大律師，可節省公司的法律開支
，促進此類法律服務的發展。

　　現行法律現定，大律師一旦長期受聘於某一客戶，便不可申請執業證書。目前除了認可的會

計師和仲裁員等少數專業人士，一般公眾或法團聘用執業大律師，必須經律師行作為中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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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97 年香港回歸後，香港居民回大陸經商，除可按《公司法》和《外商投資企業經營法》經營 「
三資企業」外，更可獲當地居民待遇，以小本經營工商業的「個體戶」。據知，深圳和廣州就有不少香

港人開設的個體工商業戶。

　　去年頒布的《中華入民共和國會計法》（俗稱新會計法）將在今年 7 月 1 日在全國施行。有在內地
開個體戶的朋友查詢：個體戶是否要遵守會計法？

　　其實，這個問題關係到會計法的適用範圍。《會計法》第二條己經作了解答：「國家機關、社會團

體、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組織必須依照本法辦理會計事務。」關鍵問題，個體戶是否算作企業

？答案是有的算，有的不算，要看其經營的規模而定。

　　在以前的會計法裏，對個體戶是否納入會計法的實施範圍，也有過不同的規定。

　　85 年最初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計法》規定的適用範圍是：「國營企業事業單位、國家機關、社

會團體、軍隊。」並未規定個體戶要納入其實施範圍，集體所有制企業則參照執行。不過，到了 93 年
，當局又對原會計法作了修改，將其適用範圍改為：「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個體工

商戶和其他組織。」已明確地將個體工商業戶納入會計法的實施範圍。

　　當年修改會計法是否把個體戶納入實施範圍有過爭論：有人認為個體工商業戶一般經營規模小、業

務活動簡單，跟國家只是一種依法經營，依法納稅的關係，而且多數是實行定額納稅，要求所有個體工

商戶按照會計法的規定進行會計核算，實行會計監督有困難；而有人又認為從國家的有關法規的規定看

，個體工商戶原則上都要設置會計賬薄，並據此作為納稅的基礎；只是對部分不具備條件的個體工商戶

經批准才允許不設置賬簿，個體工商戶要積極創造條件建立賬簿，按章辦事，否則對稅收管理不利，將

個體工商戶納入會計法的適用範圍有利於稅收管理。結果，從加強稅收徵管，有利國家保障稅收的角度

出發，當年全國人大常委在修改會計法時，就將個體工商戶納入法內。

　　對照一下，新會計法和原 93 年修改的會計法的有關條文，不難發現，新會計法的適用範圍中 ，己
沒有了「個體工商戶」這一類別。這是否意味著個體工商戶不用遵守《會計法》呢？

　　原來《中華入民共和國個人獨資企業法》的規定，個體工商戶中有一部分被作為獨資企業加以規範

，自然這些個體戶己屬「企業」範疇，已自動納入會計法管轄內；而其他經營規模很小、個入財產與經

營財產不分的個體工商戶情況比較複雜，如何設置會計賬簿、進行會計核算，需要從實際出發另作規定

。所以新會計法第五十一條規定：「個體工商戶會計管理的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財政部門根據本法的原

則另行規定。」

　　在內地開設個體戶的讀者，如對如何遵守會計法有具體疑問，請逕向當地財政局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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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小小企企僱僱主主《《強強積積金金計計劃劃須須知知》》

　　此特刊是本會計事務所刊號第十七期。此刊號的編印是為了向本會計事務所的私人客戶，在私人

事務上的問題提供一些指引。閣下若希望得到下期的通訊，請填妥下列回條，寄回本會計事務所。若

果閣下有任何疑問，可來信或致電(852) 2789 2303吳小姐聯絡。

姓　名： 聯絡電話：

公司名稱： 聯絡地址：

　　這邊廂，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正進行得如火如荼，那邊廂的中小企業對強積金仍感到陌生莫名。身

為僱主的你，假若仍然不清楚強積金的法例條文，是時候主動出擊，多尋找有關資料，因為強積金計

劃於本年 12 月 1 日便正式開始實行了！

＊ ＊ ＊ 計 劃 類 別 ＊ ＊ ＊

　　強積金計劃主要分為三大類別，分別為集成信託計劃、僱主營辦計劃及行業計劃。三類計劃中，

集成信託計劃乃特別為中小型企業僱主及自僱人士度身而設。這類計劃的特點是把小型僱主單位的供

款集合起來作管理和投資，以達到大規模運作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僱主在選定強積金計劃服務機構及

合適計劃後，受託人便會委任投資經驗，為計劃資產及成員的累算權益作長線投資，為計劃成員提供

退休保障。

＊ ＊ ＊ 僱 主 責 任 ＊ ＊ ＊

　　僱主請不要以為選定強積金計劃受託公司後便可以一勞永逸，實際上。你還有很多責任需要肩負

。在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生效時，僱主必須安排公司內所有年齡介乎 18 至 65 歲及受僱滿 60 日或以
上的全職及兼職僱員加入註冊強積金計劃。你更有責任就每段供款期計算每位僱員的有關入息與及你

和僱員的供款額，以現時已定的條例來說，強積金制度為強制性供款額設定入息上下限，就下限而言

，若僱員每月入息少於$4,000，僱員毋須供款，但僱主仍需按僱員入息的 5％供款；若僱員每月入息達
$4,000-$20,000，僱主及僱員均需按入息繳付 5％之供款。僱主必須在供款日（即供款期最後一日起計
第七個工作日，若你在每月月底支付月薪給僱員，供款日便是發薪日後的第七個工作日。）或之前，

把僱主和僱員的強制性供款及供款結算書（列明每名僱員的有關入息及供款額）一併交給受託機構，

同時更須向僱員發出每月供款紀錄，同樣列明僱員的入息及供款額。

＊ ＊ ＊ 僱 員 離 職 ＊ ＊ ＊

　　當僱員離職時，僱主應該協助僱員填寫申請表，把強積金計劃內由強制性供款所累積的累算權益

轉移到另一個強積金計劃內，或同一計劃的另一個帳戶內，但不可扣回以前為僱員作出的強制性供款

所累積的累算權益。然而，你卻可向受託機構提出申請，從離職僱員強積金計劃帳戶中僱主供款部分

所累積的累算權益，提取適當款額，支付給離職僱員，用以抵銷依（僱傭條例）所須支付的長期服務

金或遣散費。舉例來說，假如由僱主供款部分所累積的累算權益達$55,000 ，而需支付的長期服務金
為$40,000，你則可從僱主累積供款中支付$40,000 給離職僱員，餘下的累算權益（$15,000）及僱員自

己的累算權益，則必須轉移到僱員所指定的強積金帳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