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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民聯向財政司司長提交 

2021-2022年度《財政預算案》建議重點 

 
一、 抗疫發展債券計劃 

 由政府牽頭推出大規模「抗疫發展債券計劃」並盡量降低入場門檻，讓

更多小投資者能參與 

 
二、 應對疫情挑戰 

 容許停供強積金 6個月 

 延長「保就業計劃」3至 6個月 

 撤回住宅「辣招」，將「撤辣」擴展至 1,000 萬港元以上的住宅物業，

並適度放寬住宅按揭成數，解決業主資金流問題 

 寬減 2020/21年度利得稅、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維持 100%寬減比

例，上限調升至 40,000元 

 寬減 2021/22年度差餉，住宅物業每戶每季上限 3,000元，非住宅物業

每戶每季上限 6,000元；研究永久下調差餉 1個百分點至 4% 

 提高基本免稅額至 150,000元，擴闊稅階至 55,000元 

 成立「失業援助金」，向失業人士發放每月不少於 8,000元的現金支援 

 設立 10億元「失業轉型支援基金」，協助失業者轉行、轉型或創業 

 向社會福利金受惠者「出雙糧」和寬免公屋租金 3個月 

 延續目前「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降低開支門檻至 200元的措施，同

時將資助比例由三分之一提升至二分之一，並調高每月補貼金額上限 

 繼續延長港鐵票價八折優惠的安排 1年至 2022年 3月 

 
三、 重振工商旅遊 

 推出升級版「中小企免息貸款計劃」，減輕貸款企業負擔 

 推出加強版「百分百擔保安排」，調高最高貸款額至 800萬元 

 暫緩未來一個財政年度暫繳稅安排，減輕企業和市民稅務負擔 

 善用政府一般收入帳目以外的八個基金，撥出部分應對社會所需 

 延長「預先批核還息不還本」和「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產品下的「延

遲償還本金」安排至 2022年 3月 

 撥出 15億元設立「電子商貿支援計劃」 

 推動「出口轉內銷」，增加「香港設計廊」在內地的銷售點數目 

 
四、 擴大金融服務 

 暫緩收緊上市盈利要求，以及加強對上巿保薦人監管 

 向每名本地券商提供 300台免費即時串流報價機、免除 2,900元月費和

其他向券商收取的過時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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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停發行交易所參與者牌照三年 

 降低債券的入場門檻及讓更多債券在交易所平台買賣 

 
五、 多元發展創科 

 放寬「再工業化資助計劃」資助比例放寬至 1:1  

 擴大「科技人才入境計劃」適用範疇至更廣泛領域的工業技術人員 

 提升科技券計劃企業資助上限至 80萬元、放寬申領項目上限至 10個及

將自費比例降至十分之一 

 
六、 教育和青年發展 

 設立 10億元「青年專業發展基金」，為專業服務界別僱主提供僱員薪金

津貼，鼓勵他們聘請準備投考專業資格的青年人 

 為所有中、小、幼辦學機構提供防疫津貼，購買防疫物資 

 
七、 構建宜居城市 

 檢視各條橋樑和隧道的收費安排，研究全面不收費 

 盡快落實《香港智慧城市藍圖 2.0》下智慧鄉郊的各項措施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