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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
G20 財

長和央行行長在
意大利召開會議，就

更穩定、更公平的國際
稅收框架達成協議。公報指

出，G20集團支持跨國企業利潤重
新分配、設置全球最低公司稅率等措施，並

呼籲更多國家未來加入磋商。根據此前磋商，擬定
中的最低企業稅率為15%。

136地區同意 或排除銀行石油業
本月早前，OECD宣布包括中國在內136個地區

已就跨國公司最低企業稅率達成協議，以限制跨國
大型科企在低稅地區設置辦事處避稅的行為。分析
指出，由於協議可能排除銀行、石油和保險等行
業，再加上中國本身稅制，因此對中國企業的

影響並不大。
這項協議為年收入超過7.5億歐元的公司設定了

15%的最低稅率，並且規定規模較小、年營業額為
200億歐元且利潤率超過10%的跨國公司，必須在他
們銷售產品或服務的國家/地區納稅。
美國財政部長耶倫表示，支持最低企業稅將有助美

國企業和工人，儘管該協議也意味許多美國公司，如
互聯網巨頭，將支付比現在更多的稅。總部位於倫
敦的團體「稅收公平網絡」（TJN）稱，世界各國
政府每年因「避稅天堂」的存在損失2,450億美元的
財政收入。
這項協定對於「避稅天堂」的打擊是毋庸置疑

的，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獲益也天差地
別。

窮國獲益少 52國共得20億美元
《華爾街日報》引述分析稱，富裕國家政府將成

為最低稅率協議的「主要贏家」。研究機構「歐盟
稅務觀察」（EUTO）估計，企業稅門檻將給參與
協議的政府產生1,852億歐元額外稅收，但大多數都
流入富裕國家。美國將獲得512億歐元，歐盟成員
國總計獲得639億歐元，不過中國只能得到34億歐
元，僅為美國的15分之一。
經濟不發達國家的獲益更少，樂施會推算，52個
發展中國家總計每年將從稅收分配的轉變中獲得15
億至20億美元的收入，僅僅是發達國家的一小部
分。

美政治兩極化恐阻立法
最低稅率的落實還需要各國立法配合，但對於美
國兩極化的政治環境來說，存在一定挑戰。共和黨
人主張需要參議院超過2/3議員通過，這需要至少
17個共和黨參議員倒向總統拜登的民主黨。

●綜合報道

歐盟料進賬639億歐元 美獨佔512億歐元達中國15倍

G20撐15%最低企業稅
富國成最大贏家

在為期兩天的二十國集團（G20）峰會上，與會領導人同意支

持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簽訂的15%的全球最低企業稅

率協議，以期於2023年生效。不過最新分析則顯示，富裕國家將

成為這項稅率協議的「主要贏家」，估計

最低稅率產生的1,852億歐元

額外稅收中，大多數都將

流入富裕國家，當中美

國單獨就佔了 512

億歐元，足足是中

國估計所能得到

的 34 億歐元的

15倍。

二十國集團（G20）峰會10月31日在意大利羅馬閉幕。與會
各國領導人承諾採取更有意義且更高效行動，致力實現《巴黎
協定》目標，將全球氣溫升幅控制在攝氏1.5度。

聲明亦重申為發展中國家籌集1,000億美元應對氣候
變化，承諾各國致力減排，爭取在本世紀中葉實現
碳中和目標。

傳媒事先披露聲明草案顯示，與會代表一
致同意將氣溫升幅控制在1.5度內，對氣

候變化影響將遠低於控制在2度，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各國合作，
共同採取行動。聲明亦承諾各國會在必要階段加大減排力度，
爭取在今年底前暫停對海外燃煤發電廠投資。
G20國家碳排放佔全球碳排放總量近80%，減排承諾對於推

動正在進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進程至關重要。
今次G20峰會東道主意大利總理德拉吉便呼籲各國制訂更進

取減排目標，「我們的承諾將直接影響氣候變化大會成果，並
最終影響我們應對氣候變化能力。」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

美國總統拜登藉出席二十國集團（G20）峰
會契機，會晤多名歐洲盟國領袖，試圖盡力扭
轉前總統特朗普時期的孤立外交政策。拜登政
府10月30日便宣布與歐盟達成協議，取消特
朗普時期對歐盟加徵的鋼鋁關稅，希望在歐盟
支持下，能盡快恢復伊朗核協議談判。
伊朗6月舉行大選，新任強硬派總統萊希尋

求美國全面解除對伊朗制裁，商議美國重返核
協議的談判便擱置至今。拜登在G20峰會首日
與法國總統馬克龍、德國總理默克爾及英國首
相約翰遜會晤，4國領導人發表聯合聲明，呼
籲萊希將重啟談判視作「緊急事務」。伊朗副
外長巴蓋里上周則表示，伊朗已準備好本月底
重啟談判，具體日期會盡快公布。
拜登政府亦宣布，美國目前對歐洲鋼鋁分別

徵收的25%及10%關稅將調整進入關稅配額。
作為回報，歐盟會結束對美國橙汁、波本威士
忌及電單車等商品徵收關稅，原定下月1日生
效的美國商品加徵關稅安排亦會取消。知情人
士透露根據關稅配額安排，歐盟每年可向美國
免稅出口330萬噸鋼鐵，且所有免稅鋼鐵產品
需完全由歐盟製造。 ●綜合報道

G20閉幕 承諾控制全球升溫不超1.5度

英國蘇格蘭格拉斯哥作為
今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的
主辦城市，原應藉此機會提
升城市的地位，然而市內存
在衞生滋擾問題，包括街頭
垃圾堆積和鼠患等，加上交
通混亂、酒店和住宿紛紛趁
大批外地人士到來而加價，
種種問題也許令格拉斯哥的
形象進一步受挫。
自新冠疫情封城以來，由於

社交距離措施和清潔工人短
缺，格拉斯哥市內的衞生情況
引起憂慮，加上最大工會
GMB的清潔工人成員近日計
劃為加薪發起罷工，可能導致
垃圾未能及時處理。

蘇格蘭工黨領袖薩瓦爾指
出，格拉斯哥街頭現有大量垃
圾堆積，亂拋垃圾和鼠患情況
嚴重，批評執政蘇格蘭民族黨
（SNP）未能改善問題。
在大會前夕，格拉斯哥的鐵

路員工亦曾策劃罷工行動，雖
然最終決定取消，但當局為大
會封鎖市內部分道路，仍有機
會引發交通混亂。
此外，由於大會期間會有大

批外國代表和環保人士湧入格
拉斯哥，市內已出現住宿短缺
問題，但酒店和民宿卻趁機加
價，甚至要求已預約的顧客支
付更多費用。

●綜合報道

英國和法國的捕魚權爭議尚未平
息，但隨着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揭
幕，專家和環保人士促請作為東道
主的英國首相約翰遜，以及法國總
統馬克龍，停止雙方之間的爭論，
否則可能影響大會促成全球合作應
對氣候變化問題。
雖然約翰遜稱此次大會是全球的

關鍵時刻，以及標示氣候變化結束
的一個開始，但英法兩國在捕魚權
爭議上仍然互不讓步。英國脫歐事
務大臣弗羅斯特10月30日表示，
考慮到法方就漁業、能源供應和未
來合作等方面作出的威脅，英國政
府考慮引用《貿易及合作協議》採
取相應行動，包括向法國商品徵收
關稅等。

約翰遜10月30日亦在二十國集
團（G20）峰會中，向歐盟委員會
主席馮德萊恩表示，法國威脅扣起
英國出口商品的做法「極不正
當」，並指出法國可能已違反國際
規則。英國經濟學家斯特恩表示，
英法現時需就應對氣候變化展開合
作，而不是在其他相對不重要的問
題上爭論不休，指出英國前首相貝
理雅和法國前總統希拉克，過往雖
然在伊拉克戰爭上存在分歧，但兩
國仍合作應對氣候變化。環保慈善
組織「綠色聯盟」政治主任維納布
爾斯認為大會可能被這種紛爭影響
「有點可笑」，兩國應盡快解決問
題，並將重心放在更重要的氣候議
題上。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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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10
月31日在英國格拉斯哥揭
幕，大會主席、英國內閣
辦公室國務大臣岑浩文在
開幕式致辭稱，今屆大會
是將全球氣溫升幅控制在
攝氏1.5度內「最後且最好
機會」。岑浩文強調，今年
多國肆虐的自然災害說明，氣
候變化並未在新冠疫情下止

步，「如果我們現在共同採取行動，就能保護珍貴
的地球。」

方濟各：請傾聽地球哭泣
天主教教宗方濟各10月31日亦現身聖伯多祿廣

場，呼籲與會代表「傾聽地球和貧窮人口的哭
泣」，關注受氣候危機威脅的低收入國家。他期待

大會取得良好成果，
為子孫後代帶來希望。現
年84歲的教宗上周五接受英
國廣播公司（BBC）訪問時也表
示，新冠疫情、環境危機及食物供應
問題共同衝擊，或會釀成威脅全球的
「完美風暴」。英國多地在大會首日均出現雷
暴天氣。由於沿途樹木倒塌壓倒輸電線，倫敦前往
格拉斯哥的主要鐵
路線在倫敦附近米
爾頓凱爾斯鎮全數
封鎖，大批列車臨
時停運，許多與會
代表、環保組織成
員和記者只能改為
乘坐飛機赴會。

●綜合外電

氣候峰會揭幕
籲珍惜「最後且最好機會」

第26屆聯合國
氣候變化大會

恐漁權風波攔路 環團促英法大局為重 衞生交通問題夾擊 格拉斯哥爭光環夢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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