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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包括中国广东省的 9 个城市 

（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东

莞、肇庆、江门、惠州）以及香港和澳门 

2 个特别行政区。截至 2019 年，粤港澳

大湾区在面积、人口、发明专利公开量等

指标上已经位列全球湾区前茅，未来大湾

区可能继续在政策利好的推动作用下，逐

渐建设成为世界级的城市群和大都市圈
1。 

 

粤港澳大湾区持续深化经济发展和区域协

调，助力于进一步推进中国第十四个五年

计划“双循环”政策。大湾区的发展规划

纲要指出了提高大湾区民众生活便利水

平，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

的目标。在大湾区政策红利的释放下，内

地与港澳企业及个人保持着持续相互融合

与合作的稳定趋势。房地产行业伴随着区

域经济增长，亦成为了市场发展的焦点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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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随着 CEPA 系列协议不断推进

落实，港澳企业与个人融入内地发展、工

作和生活可以享受国民待遇。特别是中央

统一部署的一系列惠及港澳的便民措施，

明确了港澳居民在大湾区内地城市购房的

特定限制条件被豁免，这将有利于加强广

大港澳居民融入大湾区内地生活和居住。 

 

粤港澳大湾区包括了“一国两制三关税

区”，涉及三个不同的税务和法律制度管

辖区域。房地产相关经济活动所引发的税

务影响，在大湾区内呈现出了显著的地域

性差异特征，另一方面也将对企业及个人

的经营收益或流通成本产生直接影响，从

而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第九期 - 聚焦粤港澳大湾区的

科技创新及研发活动的机会和

挑战（下）- 不同商业模式下

的税务分析与建议 

 

第十期 - 新常态下数字化工具

和系统的运用及跨境涉税事项

初探 (上) 

 

第十一期 -新常态下数字化工

具和系统的运用及 

跨境涉税事项初探 (下) 

   
 

 

本文基于聚焦大湾区有关房地产税务资讯之第一期：购置阶段，继续围

绕企业以及个人购置大湾区房地产后期的持有阶段的角度，分析、比较

并总结了香港、澳门、内地相关的税制特点。未来，我们将分析和介绍

在大湾区出售房地产的三地税制的主要差异及影响。本文的分析内容基

于截至 2021 年 1 月底现行有效的税务法规以及优惠政策，仅作为一般性

参考，具体的税务处理以当地相关部门出具的税务规定为准。 

 

在香港持有房地产的税务概览 

 

在香港持有房地产, 主要涉及物业税，印花税，差饷及地租等税种。 

 

物业税 

 

物业所有人须就香港物业产生的租金收入缴纳物业税。对个人和公司而

言，物业税皆按物业应税净值 (从租金收入扣除差饷、修葺及支出的标准

免税额等后的净值) 15%的税率征收。 

 

如果企业在香港的利得税应课税收入中包含来自物业的租金收入，则可

从利得税应缴税额中扣除已付的物业税，或申请豁免缴付相关物业税。 

 

印花税 

 

在香港，出租不动产一般须缴付印花税，由业主和租客分担。租约的印

花税按照租期计算，由 0.25%至 1%不等。具体税率可参阅香港税务局公

布的资料。 

 

差饷及地租 

 

除特殊获豁免的物业外，香港所有物业均须缴付差饷，而地租则针对非

「永久地权」的物业。差饷和地租一年分 4 季缴付，每年的征收率分别

为应课差饷租值的 5% 及 3 % 。 

 

在 2020-21 年度财政预算案中，香港政府推行有关持有物业的措施包括

宽免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3 月四个季度的差饷。每个应缴差饷住宅物

业每季的宽免上限为港币 1,500 元。而非住宅物业首两个季度（ 即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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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 至 2020 年 9 月 ）每季的宽免上限为港币 5,000 元，随后两个季

度每季上限为港币 1,500 元 。 

 

在澳门持有房地产的税务概览 

 

在澳门持有房地产，一般分为自用、出租和空置三种情况，当中会涉及

主要三大税种，分别为房屋税，印花税和地租。 

 

房屋稅 

 

房屋税是对坐落于澳门境内的房屋的收益征收的一种税项。市区房屋收

益，倘有租赁关系时为有关租金，倘无租赁关系时为使用人或享用人所

取得的或可能取得的经济利益。根据第 19/78/M 号法律《市区房屋税规

章》第六条规定，市区房屋税税率如下： 

 

a) 对非出租房屋可课税收益适用的税率为 6%; 

b) 对出租房屋可课税收益适用的税率为 10%。 

 

按照第 27/2020 号法律-2021 年财政年度预算案，对出租房屋所征收的

市区房屋税税率调低至 8%。另外，房屋税税款扣减金额定为澳门币

3,500 元，倘纳税主体为两个或以上自然人(个人)，只要其中一位为澳门

特别行政区居民，其房屋税税款，同样获上述税款之扣减；如法人，自

然人商业企业主或非澳门居民，则不获澳门币 3,500 元税款扣减。请注

意以上税务优惠的适用年度为 2021 年，而来年此优惠是否仍适用，需待

澳门政府公布。 

 
根据第 1/2018 号法律 – 修改《市区房屋税规章》，有关空置房地产须

向财政局作出告知之要求已被取消。此后，所有空置房屋被视同为自住

房屋，其税率为 6%。 

 

根据第 19/78/M 号法律《市区房屋税》，如果纳税人在课税年度内支付

了房屋的保养费及维修费，有关费用可作为计算房屋税时之费用扣减，

其扣减额为租金或评估租值的 10%。自用房屋则不须向财政局申报其维

修费及管理费开支，则自动享有上述 10%之费用扣减，而出租房屋则须

在所属年度之翌年一月份内递交房屋税 M/7 格式表格申报该支出才可获

得百分之十的扣减。 

 

印花稅 

 

根据第 17/88/M 号法律《印花税》：印花税缴税总表条文编号 6 规定，

以任何形式或依据作出的不动产租赁，按其涉及的金额征收 0.5%的印花

税。租赁印花税是以合约内租用期总租金为基础计算，以出租人为征收

对象。 

 

地租 

 

若土地是澳门政府获批的租赁地段，承批人便须缴纳地租。应缴地租金

额是按年计算，並根据土地所在区域的经济情况，以及批给的用途和土

地的利用进行考量。 

 

 

 

 



在内地持有房地产的税务概览 

 

根据目前内地的税法规定，企业 2在持有房地产阶段可能涉及需要缴纳的

主要税种包括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印花税

等；个人（不包括个体工商户，下同）在持有住房阶段 3则一般只须针对

出租房屋缴纳个人所得税、增值税、房产税等税种，而在其余情形下，

则通常不涉及纳税义务。 

 

企业持有房地产阶段 

 

一般来说，若企业持有房地产并非用于投资性目的（例如出租的场景

等），则很可能不会因为持有房地产获取直接收入。在此情形下，企业

很可能仅应作为房屋产权所有人，按照房屋的计税余值（即按房产原值

减除扣除比例 4的余值），依据 1.2%的适用税率缴纳房产税。另外，企

业通常还需按照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 

 

如若企业持有房地产并用于出租，则可能需要涉及如下税务影响： 

  

企业所得税 除适用特殊的优惠政策情形外，企业通常需要就取得的

租金所得缴纳 25%的企业所得税。其中，与取得租金收

入直接相关的支出可以在税前扣除。 

 

增值税 具备一般纳税人身份的内地企业提供内地不动产租赁服

务并取得租金收入，除非适用特殊的优惠政策，通常须

按照 9%5 的税率缴纳增值税；符合特定条件的，也可以

就提供不动产经营租赁服务取得的租金收入，选择适用

5%的征收率，采用简易计税方法计征增值税 6。具备小

规模纳税人身份的内地企业则对不动产租金收入适用 5%

的征收率 7。在增值税基础上，纳税人还需计算缴纳相应

的附加税费。 

 

房产税 企业出租房产通常需要按租金收入计征房产税，税率为

12%。如若当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具体规

定的，应从其规定。例如，以深圳市为例，按照《深圳

经济特区房产税实施办法》的规定，企业持有房产用于

出租，应依照房产原值的百分之七十，适用 1.2%的税

率，计算并缴纳房产税。 

 

企业按市场价格向个人出租用于自住的住房，减按 4%的

税率征收房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拥有土地使用权的企业，一般情况下须缴纳城镇土地使

用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采用定额税率，即采用有幅度的差别税

额，按大、中、小城市和县城、建制镇、工矿区分别规

定每平方米 0.6 元至 30 元不等的年应纳税额 8。 

 

印花税 企业出租房地产所订立的财产租赁合同，除非适用特殊

的税收优惠，应按照 0.1%税率缴纳印花税。 

 

 

 

 

 

 



个人持有住房阶段 

 

由于目前内地通常对于个人所有住房 9不予征收房产税或城镇土地使用

税，同时考虑到个人持有住房且未用于投资或出租的情况下，通常不会

产生来源于房地产的直接收入，由此个人持有住房用于自住或是处于空

置状态下，一般不会产生纳税义务。未来，还应关注内地是否可能出台

有关建立房地产税调控机制的税收政策，这将对于个人持有住房环节的

纳税义务产生重要影响。 

 

另一方面，若个人持有住房并用于出租，则可能产生潜在的个人所得

税、增值税、房产税等纳税义务，具体情形如下： 

 

个人所得税 个人取得的财产租赁所得，应按照 20%缴纳个人所得

税。个人出租住房取得的所得，减按 10%税率征收个人

所得税。 

 

财产租赁所得的确定，每次收入不超过 4,000 元的，减除

费用为 800 元；4,000 元以上的，减除费用为 20%，其余

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增值税 在未适用特殊的优惠政策情况下，个人出租不动产（不

含住房），应按照 5%的征收率计征增值税。然而， 个人

出租住房的，应按照 5%的征收率，减按 1.5%计征增值

税。在增值税基础上，纳税人还需计算缴纳相应的附加

税费。 

 

个人出租不动产，月租金收入未超过 10 万元的，通常可

免征增值税。个人采取一次性收取租金形式出租不动产

取得的租金收入，可在对应的租赁期内平均分摊，分摊

后的月租金收入未超过 10 万元的，免征增值税。 

 

房产税 

 

对于个人拥有的出租房产，不属于免征房产税的范围，

应照章按照从租计征的方式，缴纳房产税。 

 

对个人出租住房，不区分用途，按 4%的税率征收房产

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印花税 

对个人出租住房，不区分用途，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对个人出租、承租住房签订的租赁合同，免征印花税。 

 

 

在三地持有房地产的税负比较概览 

 

我们根据一般情形下企业与个人在大湾区不同区域持有房地产可能产生

的税负影响，分类汇总如下： 

 

交易 

情形 

持有

房屋

目的 

香港 澳门 内地 

企业持

有房地

产 

自用 应课差饷租值的 

5% 及 3 % 

倘无租赁关系时为

使用人或享用人所

取得的或可能取得

的经济利益，适用

税率为 6%的房屋

税 

通常应按照房屋的

计税余值，缴纳

1.2%的房产税，并

可能需要缴纳城镇

土地使用税。 

 



 

交易 

情形 

持有

房屋

目的 

香港 澳门 内地 

企业持

有房地

产

（续） 

出租 1)  适用税率为

15%的物业

税 ; 如租金

收入已包含

在的利得税

应课税收

入，则可从

利得税应缴

税额中扣除

已付的物业

税，或申请

豁免缴付相

关物业税。 

2)  适用 0.25% -

1%的印花税

计算 

3)  应课差饷租

值的 5% 及 

3 % 

1) 适用税率为

8%10 的房屋税 

2) 合约内租用期

总租金的 0.5%

作印花税 

除非适用特殊的税

收优惠，通常需要

就取得的租金所得

缴纳 25%的企业所

得税，并且就取得

的租金收入按 9%税

率或 5%征收率计征

增值税，同时计征

相关附加税费 

 

按租金收入计征

12%的房产税（地

方政府有特别规定

的，从其规

定）），并可能需

要缴纳城镇土地使

用税 

 

财产租赁合同一般

须缴纳 0.1%的印花

税 

空置 应课差饷租值的 

5% 及 3 % 

 

倘无租赁关系时为

使用人或享用人所

取得的或可能取得

的经济利益，适用

税率为 6%的房屋

税 

通常应按照房屋的

计税余值，缴纳

1.2%的房产税（地

方政府有特别规定

的，从其规

定）），并可能需

要缴纳城镇土地使

用税 

 

 

 

 

 

 

 

 

 

 

个人持

有住房 

 

 

 

 

 

 

 

 

 

 

自用 应课差饷租值的 

5% 及 3 % 

倘无租赁关系时为

使用人或享用人所

取得的或可能取得

的经济利益，适用

税率为 6%的房屋

税 

通常不会产生纳税

义务 

出租 1)  适用税率为

15%的物业

税 

2)  适用 0.25% -

1%的印花税, 

按照租期计

算 

3)  应课差饷租

值的 5% 及 

3 % 

1) 适用税率为

8%11 的房屋税 

2) 合约内租用期

总租金的 0.5%

作印花税 

通常需要就取得的

住房租赁所得缴纳

10%的个人所得

税，并基于房产租

赁收入，按照 5%的

征收率减按 1.5%计

征增 

增值税（符合条件

的可免征增值

税），同时计征相

关的附加税费，以

及按租金收入计征

4%的房产税 

空置 应课差饷租值的 

5% 及 3 % 

 

倘无租赁关系时为

使用人或享用人所

取得的或可能取得

的经济利益，适用

税率为 6%的房屋

税 

通常不会产生纳税

义务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182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