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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在內地發展的稅務安排 
2019 年 6 月 24 日 

 

隨著新的內地個人所得稅（簡稱“個稅”）法的全面實施，粵港澳大灣區的個人所得稅優惠政策的

出台，以及香港《2017年稅務（修訂）（第 6號）條例草案》於 2018/19課稅年度的生效，在內地

工作的港人無論是其內地個稅，還是香港薪俸稅，都將迎來更切身的變化。本報告將就以上個稅/

薪俸稅的變化對在內地工作的港人的影響一一探討。 

內地個稅 

新稅法實施後，港人比較關心的問題包括個人全球徵稅的寬免是否會延續、90天（根據舊內地個稅

法）或 183天（根據中港稅務安排）的免稅待遇會否發生變化、其他的優惠政策（如特定情況下按

天數分攤的計稅方法、外籍個人免稅津補貼、獎金及股權激勵的優惠算法
1
）是否繼續適用。要解答

以上的問題，首先要判定該港人是內地稅法定義中的有住所還是無住所個人，以及是稅收居民或是

非居民。 

1. 內地個稅法中的有住所和無住所、居民和非居民的定義 

有住所和無住所 

有無“住所”對個稅意義重大。有住所個人為稅務居民且在內地有全球徵稅的義務，其所有收入，

無論是在境內或境外取得，皆需要在內地徵稅。無住所個人僅就來源於境內的所得（不論支付地點

是否在內地）徵稅，並若符合新稅法下的個人全球徵稅的寬免要求（即“六年規則”）則不需就全

球收入在內地徵稅。 

在個稅法中，“住所”是一個特定概念，並不等同于實物意義上的住房。在內地有住所的個人，是

指因戶籍、家庭、經濟利益關係而在內地習慣性居住的個人。而習慣性居住指的是納稅人通常居住

在內地，即使需要去海外短期學習，工作，探親或旅行後都會回到中國的原居住地。以上關於“住

所”的定義在新舊稅法中是一致的。 

而根據在 2019年 4月由財政部稅政司、稅務總局所得稅司、稅務總局國際稅務司公佈的《關於非

居民個人和無住所居民個人有關個人所得稅政策問題的解答》中更是明確地說明了“對於境外個人

僅因學習、工作、探親、旅遊等原因而在中國（內地）境內居住，待上述原因消除後該境外個人仍

然回到境外居住的，其習慣性居住地不在境內，即使該境外個人在境內購買住房，也不會被認定為

境內有住所的個人”。以上說明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港人在內地投資買樓的疑慮，但這也不能一概

而論。若港人全家移居至內地居住或與內地配偶結婚後安家在內地，這情況便更為複雜。因此，在

判定是否為內地個稅法中有“住所“的個人的時候，需要每個個案獨立分析，有時也需與內地稅務

局進行協商。 

 

                                                           
1 獎金及股權激勵的優惠算法比較複雜，港人及企業應尋求專業人士的協助，本文將不詳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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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和非居民 

以上提到有住所個人為稅務居民個人。對於無住所個人，判斷其是否稅務居民將根據此人在有關公

曆年是否在內地居住滿 183日而定。值得留意的是，在 2019年 3月由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發佈

的《關於在中國境內無住所的個人居住時間判定標準的公告》（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公告 2019

年第 34號，簡稱“34號公告”）對判定無住所個人在內地居住天數有新的規定，即無住所個人在

適用內地法，需要以其在中國內地居住天數為判定依據時，其在境內停留當天不滿 24小時的（即

由當天 0時至當天 24時），均不再計入中國內地居住天數。 

有住所和無住所、居民和非居民的關係 

以下表格進一步歸納了上述概念的關係。 

 

 

 

 

 

 

 

 

 

 

 

 

* 境內工作天數包括在境內的實際工作日以及境內工作期間在境內、境外享受的公休假、個人休

假、接受培訓的天數。 

** 對於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在華納稅義務的判定較為複雜，需要根據其具體情況及相關稅

收協定條款等綜合分析確定。 

2. 若港人為無住所且非居民個人(即當年在內地居住不滿 183日)，其內地個稅的安排 

90天的免稅待遇 

根據新稅法的規定，“在中國境內無住所的個人，在一個納稅年度內在中國境內居住累計不超過 90

天的，其來源於中國境內的所得，由境外僱主支付並且不由該僱主在中國境內的機構、場所負擔的

部分，免予繳納個人所得稅”。此規定比起舊稅法中“停留”90天的規定更加寬鬆也更容易滿足。

若港人星期一往內地公幹至星期五回港，在舊稅法下停留天數為 5天，而在新稅法下居住天數僅為

3天（因往返兩日均在內地停留不滿 24小時，不作 1居住天計算），這對於經常往返內地，特別是

在華南地區工作當天往返香港的港人是個利好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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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是否意味著若港人每日往返內地和香港，便不需要在內地繳稅？請注意，除了滿足天數的

條件外，享受 90天的免稅待遇也需要同時滿足僅在境外任職，工資薪金由境外公司支付並負擔的

條件。而當境外公司個人在內地停留超過一定天數或履行某些職責的時候，境外的公司有機會因此

而被認定為中國境內的常設機構，從而不但使 90日的免稅待遇不再適用，也使該境外公司納在內

地的企業稅稅網之中。此種情況較為複雜，需要將個人和公司的法規一併研究。 

按天數分攤（“破天”）計稅方法的變化 

現時很多港人在內地的工作安排為中港兩地雙重任職，或只在香港任職但需要不時因公往內地工

作。針對此類人士，舊稅法下計稅先計算當月境內外收入（即香港加內地收入的總和）的應納稅

額，然後再按照其內地工作時間分攤其實際應繳稅額，即“先計稅，後分攤（稅額）”。 

新稅法對該計稅方法有所更新，改為先按照內地工作時間分攤其應稅收入，再計算應納稅額，即

“先分攤（收入），後計稅”。由於內地與香港一樣使用累進式稅率，此方法由於先將應稅收入降

低，適用稅率也有可能相應減低，從而比起舊的算法，可更大地減輕港人在內地的稅負。請注意，

計算內地“工作”天數的時候，與上述“居住”天數不同，在內地停留的當天不足 24小時的，按

照 0.5天計算境內工作天數。 

具體請參考以下計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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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假設非居民港人 4月份內地工作期間為 15天，其當月工資薪金的應納稅額按照新舊稅法規定

計算比較如下： 

 

由上例可見，新的“破天”計稅方法比舊方法的所算出的應納稅額更低。 

 

3. 若港人為無住所且居民個人(即當年在內地居住滿 183日)，其內地個稅的安排 

六年規則 

根據新稅法的規定，無住所居民個人可根據“六年規則”，即從 2019年起，可享受六年的寬免政

策，在此六年間不會在內地產生全球納稅義務。而在六年期間任何一年居住不滿 183天或單次離境

超過 30天，便可“清零”重新開始計算“六年”。從新舊稅法銜接的角度，無論個人此前在內地

居住情況如何，2019年都將作為新稅法下“六年”期間的第一年進行計算。從新稅法的適用要求來

看，稅收寬免從 5年變為 6年，以及保留單次離境超過 30天便可“清零”的條件，總體來說有利

於港人避免因為在內地工作而使其香港或外地個人收入納入到內地稅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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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圖示更加直觀地展示了“六年規則”是如何界定的。值得注意的是，在 2025年就算該個人在

內地居住滿 183天，雖然 2025年的收入需要在內地全球納稅，但只要滿足單次離境超過 30日的條

件，從下一年開始仍可清零重新計算“六年”。 

 

 

按天數分攤（“破天”）的計稅方法變化 

對於中港兩地雙重任職，或只在香港任職但需要不時因公往內地工作的港人，“破天”的計稅方法

依然適用。具體請參考以下計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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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住所個人免稅津補貼政策 

無住所的港人在 2019年至 2021年期間，仍可依法享受外籍個人免稅津補貼項目（或新稅法下的專

項附加扣除項目，二選其一）。2022年起，如港人為稅務居民，則可繼續享受新稅法下的專項附加

扣除項目，如下圖所示： 

 

4. 粵港澳大灣區的個人所得稅優惠政策 

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在 2019年 3月發佈了《關於粵港澳大灣區個人所得稅優惠政策的通知》

（財稅[2019]31號，簡稱“31號文”）。31號文確定了港澳大灣區的廣東省 9市的個人所得稅補

貼政策的方向，即在 2019年至 2023年間根據廣東省、深圳市按內地與香港個稅稅負差額，對在大

灣區工作的境外（含港澳台）高端人才和緊缺人才給予補貼，而該補貼也是免征個稅的。 

現時相關執行細則包括人才認定和補貼方法正待出台。而原橫琴、前海個人所得稅優惠政策自 2019

年 1月 1日廢止。 

香港薪俸稅 

5. 香港《2017年稅務（修訂）（第 6號）條例草案》對於在內地工作港人的影響 

根據現行的香港《稅務條例》，若受聘於香港企業的個人頻繁往返內地工作，但在某課稅年度訪港

日數多於 60 天並在香港有提供服務，便不符合在香港薪俸稅個人報稅表申請“60 天全額豁免”全

部受僱收入。 

在 2018/19 課稅年度以前，此種情況的個人可以根據其在內地已申報並繳納個稅的收入以及其在內

地的工作天數在香港申請雙重課稅寬免，以減輕雙重徵稅的情況。 

從 2018/19 課稅年度開始，《2017 年稅務（修訂）（第 6 號）條例草案》生效。雙重課稅寬免對與

香港有稅收協定或安排的地區不再適用。因此，上述情況的個人需要根據中港稅收安排在香港申請

稅收抵免。值得注意的是，申請稅收抵免的前提是該個人有香港稅收居民的資格。因此，若港人頻

繁往返內地工作（或甚至為了方便工作，已經把家搬到內地居住），則有機會影響或使其喪失香港

稅收居民的資格而不能在香港申請稅收抵免。即無論內地就該個人的全部或部分收入（如有境外職

責）徵收個稅，此人在香港的受僱收入都會被全額徵稅。如果此人同時不符合在內地就香港已繳薪

俸稅申請內地個稅稅收抵免的資格，則此人有可能會被雙重課稅。這也是內地與香港雙邊稅局需要

進行溝通並協調解決機制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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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在內地新稅法下，內地稅收居民的判定、內地居住天數的計算、稅收寬免“六年規則”以及不同情

形的計稅方法等變化，對於在內地工作的港人的稅收影響相當明顯，其個稅處理的難度也大大提

高，不易把握。附錄四歸納了無住所居民個人與非居民個人個稅處理上的不同，但針對其具體適用

條件及操作方式，港人及企業應先諮詢專業人士的意見。 

而香港稅務條例的修訂也或使港人在港根據在內地已繳個稅而申請寬免/抵免薪俸稅的複雜程度有

所提高。在需要的時候，港人及企業應尋求專業人士的幫助，在優化其稅務安排的同時，提高稅務

合規水平，減少稅務風險。 

 

附錄一 

新個稅稅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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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在內地“居住”天數與“工作”天數的比較 

 

附錄三 

無住所居民個人與非居民個人個稅處理對比 

 

 

***本報告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委聘的顧問公司擬備，並根據適用於本報告發

布日的相關法律法規的通常解釋和應用而準備的。本局未有就報告內容的準確性作出核實，亦不會

就報告內容所引致的任何損失負上任何責任或法律責任。由於稅務法律法規不時變化，而該等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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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具有追溯效力且可能適用於本報告，因此，無法保證該等變化不會對本報告產生不利的影響。

本局及顧問公司不會就本報告日期之後發生的法律應用或解釋的最新發展對報告內容作出任何更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