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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 2 日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前任会长、官委议员蔡其生发言提纲 

所得税（修正）法案 

 

蔡其生先生(Mr Thomas Chua): 议长先生，这次修订法案为今年财政预算案公布的一系列税

务措施提供法律基础。我非常支持。 

 

     我将针对公司所得税、研发项目税务回扣，以及特定领域的税务优惠这三点谈谈看法。 

 

     首先是关于公司所得税。政府把 2017 估税年的公司税回扣顶限，调高到 2万 5千元，回

扣率维持在 50%；此外，回扣期限也延长一年，到 2018 估税年。这项措施是为了支持企业重

组转型，应对经济前景不明朗的挑战。中小企业要提升，方方面面都会用到资金。 

 

     最近，我跟一位从事餐饮与食品加工业的老板。他说，在这个年代，菜好吃还不够，还

要设立中央厨房，走机械化生产路线，还要比谁家更有卖点，比如买个机器人厨师等。企业在

研发方面要下功夫，处处都要用钱。但是，钱从哪里来？ 

   

     中华总商会在进行《商界意见调查》时发现，在 700多家受访企业当中，有三分之二表

示，今年的营业额表现稍有改善，比去年好一些或维持不变；55%商家的盈利维持不变或有稍

有增加。真是花钱的地方多，进钱的地方少。所以这次的公司税回扣来得非常及时。可以让中

小企业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努力，把税务回扣的资金用于改善业务，提高竞争力。 

 

     第二点是共同研发的税务回扣。法案修订后，政府将依据研发项目的成本分摊协议，放

宽税务回扣申报手续。 

 

     去年，总商会做过一次关于企业创新的专项研究，在创新方面，投入资源的企业还不到

三分之一；其中的近四成企业是靠内部资源进行创新，很少跟研究机构合作。私人企业和科研

机构，一个了解市场，一个精通科技，如果能携手合作，优势互补，是很理想的双赢局面。中

小企业缺乏科研人才，尤其需要借助外部的力量，强化自身的研发能力。我相信，有了更优惠

的研发税务回扣，将能鼓励更多的中小企业积极与科研机构合作。 

 

     在这方面，商团能发挥带头作用，推动会员商家联合进行创新和研发。譬如，三年前食

品厂商联合会开始举办“卓越食品礼盒红心大奖”，鼓励本地企业引进创新概念，来提升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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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意包装。最近，联合会也举办“创新食品大奖”，让食品制造商与大专学府合作开发新产

品。这是一项好的举措，值得其他商团学习。 

  

     第三是特定领域的税务优惠政策。这次法案修订的 25项税务政策中，包括许多特定领域

的现有税务优惠，例如：基础建设融资项目、大宗商品贸易、海事业、金融、保险，还有飞机

租赁行业等。这些行业蓬勃发展也能拉动其他产业的发展。 

 

     目前“一带一路”是最热门的话题，其核心内容是基础设施联通、资金融通和贸易畅

通。新加坡作为本区域主要的交通、金融以及商贸中心，优越的地理位置，加上良好的税务政

策，吸引了大批外资企业、跨国公司，到这里投资，并以新加坡为基地，把产品和服务扩大到

区域市场。这是大趋势，本地企业一定要以积极主动的态度把握机会。新加坡商家熟悉亚细安

的市场，人脉丰富，大家可以和中资企业一起合作，拓展第三方市场。 

 

     议长先生，这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在新趋势、新格局之下，我们更加需要善

用自身的优势，整合外部资源。当年，建国一代凭借着这种定位，成功开启经济腾飞的时代；

今天我们也可以再次凭借这种定位，为我国未来经济打开新的大门。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