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跃资本市场、
提振投资者信心的一
系列举措， 正从各方
面逐步落地， 资本市
场迎来重磅利好。

8月28日起，我国
将对证券交易印花税实施
减半征收，券商也将集体下
调佣金费率。同时，证监会

还发布了收紧IPO、调降保证金、规范
股份减持三项利好政策。

■文/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潘显璇

印花税减半，券商集体下调佣金，收紧IPO再融资和限制部分减持

政策组合拳来了！A股喜迎四重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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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15年下调印花税

8月27日， 财政部、 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
告，2023年8月28日起，证券交易印花税实施减
半征收。 我国上一次调整证券交易印花税是
2008年9月19日，这是时隔15年后，我国再次对
证券交易印花税进行调整。

1990年，证券交易印花税在深圳开征，当时
主要是为了稳定初创的股市及适度调节炒股收
益，由卖出股票者按成交金额的6‰交纳。同年
11月份， 深圳市对股票买方也开征6‰的印花
税。由此，A股开始了双边征收印花税的历史。

此后，证券交易印花税历经多次修改，其间
既有下调也有上调。从此前的历史数据来看，每
次印花税调整，A股市场都会出现明显波动，尤
其是2000年后的几次调整， 对A股市场的影响
立竿见影， 总体来看是下调时容易出现走牛行
情，上调时容易走弱。

比如，2005年1月23日， 财政部将证券交易
印花税税率由2‰下调为1‰， 随后A股迎来一
波大牛市。

2007年5月30日， 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由
1‰调整为3‰，这一消息于5月29日深夜发布，
5月30日沪指暴跌6.5%。

2008年4月24日， 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由
3‰调整为1‰，当天沪指收盘大涨9.29%，大盘
接近涨停。

2008年9月19日，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由双
边征收改为单边征收，税率保持1‰，具体是卖
方按1‰的税率缴纳股票交易印花税，买方不再
征收。当天沪指创下史上第三大涨幅，收盘时上
涨9.45%，当天两市个股全部涨停。

光大证券国际策略师伍礼贤分析称， 此次
印花税实施减半征收， 将对股市的交易投资带
来比较大的提振， 下周初可能股市会有一个短
线快速上涨， 但也不排除会出现大涨一两天后
获利回吐的可能。但从中长线来看，不管是A股
还是港股， 往后还是会有比较大的投资的空间
和投资价值。

券商集体下调交易佣金

除了印花税下调外，8月28日起， 券商也将
集体下调交易佣金。

8月18日，证监会有关负责人就活跃资本市
场、提振投资者信心答记者问时表示，下一步将
推出的措施包括降低证券交易经手费， 同步降
低证券公司佣金费率。

记者不完全统计，近几日，已有包括方正证
券、光大证券、中信证券、东方证券等20多家券
商，官宣8月28日起下调佣金费率。各家公告显

示，此次下调均是响应监管要求，下调幅度一致
为：沪深交易所，涉及A股、B股、存托凭证品种
的交易佣金， 将在投资者原有佣金基础上统一
下调0.00146%。

目前，在A股交易股票的费用包括：印花税、
过户费、证券交易监管费、证券交易经手费和证
券交易佣金五个部分。其中，印花税费用是五个
部分中收费最高的项目，按照成交额的0.1%，由
股票出让方单边缴纳，由国家税务总局收取。券
商面向个人投资者的佣金收费标准， 一般是在
万分之一至万分之二点五之间。

以每10万元交易额来计算， 投资者需缴纳
的印花税为100元，减半征收则只需50元；交易
佣金以下调0.00146%来计算， 投资者大约能省
下1.46元。

限制部分减持行为

继印花税宣布减半征收之后，8月27日傍
晚，证监会也宣布了三项政策，包括收紧IPO及
再融资、调降融资保证金、规范股份减持，利好
滚动来袭。

证监会表示，根据近期市场情况，阶段性收
紧IPO节奏，促进投融资两端的动态平衡；对于
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或者其他行业大市值上市公
司的大额再融资，实施预沟通机制，关注融资必
要性和发行时机； 突出扶优限劣， 对于存在破
发、破净、经营业绩持续亏损、财务性投资比例
偏高等情形的上市公司再融资， 适当限制其融
资间隔、融资规模；引导上市公司合理确定再融
资规模，严格执行融资间隔期要求，审核中将对
前次募集资金是否基本使用完毕， 前次募集资
金项目是否达到预期效益等予以重点关注；严
格要求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应当投向主营业务，
严限多元化投资； 房地产上市公司再融资不受
破发、破净和亏损限制。

同时，进一步规范股份减持行为。上市公司
存在破发、破净情形，或者最近3年未进行现金
分红、 累计现金分红金额低于最近3年年均净
利润30%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通过二
级市场减持本公司股份。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的一致行动人比照上述要求执行；上市公司
披露为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第一大股
东及其实际控制人比照上述要求执行。从严控
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东减持总量，引导其根据市
场形势合理安排减持节奏； 鼓励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他股东承诺不减持股份或者延长
股份锁定期。

三大交易所还将投资者融资买入证券时的
融资保证金最低比例由100%降低至80%。此调
整将自2023年9月8日收市后实施。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落实中央人
才工作会议部署， 全方位培养和用好青年科技
人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
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和使用
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

《若干措施》明确，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在国
家重大科技任务中“挑大梁”、“当主角”。国家重
大科技任务、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应急科技攻
关大胆使用青年科技人才，40岁以下青年科技
人才担任项目（课题）负责人和骨干的比例原则
上不低于50%。鼓励青年科技人才跨学科、跨领
域组建团队承担颠覆性技术创新任务， 不纳入
申请和承担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的限项统计范
围。 稳步提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青年科技人
才的资助规模， 将资助项目数占比保持在45%
以上，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开展原创、前沿、交叉
科学问题研究。 地方科技任务实施加大对青年
科技人才的支持力度。 深入实施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青年科学家项目， 负责人申报年龄可放宽
到40岁，不设职称、学历限制，探索实行滚动支
持机制，经费使用可实行包干制。

《若干措施》提出，要加大基本科研业务费
对职业早期青年科技人才稳定支持力度。 根据
实际需要、使用绩效、财政状况，逐步扩大中央
高校、 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对青年
科技人才的资助规模， 完善并落实以绩效评价
结果为主要依据的动态分配机制。 基本科研业
务费重点用于支持35岁以下青年科技人才开展
自主研究， 有条件的单位支持比例逐步提到不
低于年度预算的50%， 引导青年科技人才聚焦
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前沿科学问题研究。鼓励各
地通过基本科研业务费等多种方式加大经费投
入，加强对高等学校、科研院所职业早期青年科
技人才的支持。

《若干措施》提出，要更好发挥青年科技人
才决策咨询作用。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企业等
各类创新主体要积极推荐活跃在科研一线、负
责任讲信誉的高水平青年科技人才进入国家科
技评审专家库。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
目指南编制专家组，科技计划项目、人才计划、
科技奖励等评审专家组，科研机构、科技创新基
地等绩效评估专家组中，45岁以下青年科技人
才占比原则上不低于三分之一。 高层次科技战
略咨询机制、 各级各类学会组织应根据需要设
立青年专业委员会，推动理事会、专家委员会等
打破职称、年龄限制，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多层次
参与学会组织治理运营。

《若干措施》要求，要加大青年科技人才生
活服务保障力度。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国有企
业结合自身实际， 采取适当方式提高职业早期
青年科技人才薪酬待遇， 绩效工资和科技成果
转化收益等向作出突出贡献的青年科技人才倾
斜。 各类创新主体加强对青年科技人才的关怀
爱护，保障青年科技人才休息休假，定期组织医
疗体检、 心理咨询活动， 探索建立学术休假制
度，营造宽松和谐的科研文化环境。各地要重视
并创造条件帮助青年科技人才解决子女入托入
学、住房等方面的困难。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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