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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和沪深北交易所8月27日发布通知，修订融资
融券交易实施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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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人士表示，这一举措
有助于促进融资融券业务功能发挥，更好满足投资者合理
交易需求，进一步活跃资本市场。

融资保证金比例，是指投资者融资买入时交付的保证
金与融资交易金额的比例。例如，当融资保证金比例为
100%时，投资者用100万元的保证金最多可以向证券公司
融资100万元买入证券。而当融资保证金比例降低至80%
时，客户用100万元的保证金最多可以向证券公司融资125
万元买入证券。

7月 2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活跃资
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8月 18日，证监会明确落实“活
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一揽子政策措施。

“此次调整融资保证金比例是落实证监会一揽子政
策措施的重要举措之一。”国泰君安证券非银金融首席分
析师刘欣琦说，融资保证金比例的调降，将提升投资者对
两融工具的偏好，有利于引入增量资金入市，更好提振投
资者信心。

证监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3年 8月 24日，场内
融资融券余额为15678亿元。

东吴证券金融行业首席分析师胡翔说，适度放宽融
资保证金比例，可提升同等金额保证金能够融资买入的
证券金额，从而有效盘活存量资金。当前两融规模与历
史数据相比处于较低水平，随着市场的企稳，增量效应可
能更为明显。

证监会表示，近年来，融资融券业务稳健运行，交易机
制持续优化，证券公司合规风控水平持续提升，投资者理性
交易和风险防控意识明显增强。

“融资保证金比例规定的是固定融资规模需要的保证
金比例下限，实际业务开展时，证券公司在审慎的风险管控
原则下，往往会提高实际保证金比例要求，比例与具体客户
资质有关，也与证券公司自身风险承受能力有关；监管规定
的保证金比例下调，打开了融资业务的空间。”中信证券首
席策略师秦培景说，此次证监会在目前场内资金杠杆风险
总体可控的基础上，调低融资保证金比例，给予各券商在两
融业务融资规模上更高的灵活度，有利于提高市场流动性
和活跃度。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当前我国两融业务的整体担保比例
与国际其他市场相比处于较高水平，两融业务的风险与国际
其他市场相比处于较低水平，业务整体风险可控。适度放宽
融资保证金比例，有利于促进融资融券业务功能发挥。

根据证监会消息，本次调整将自 2023年 9月 8日收市
后实施。调整同时适用于新开仓合约及存量合约，投资者
不必了结存量合约即可适用新的保证金比例。

刘欣琦说：“此次融资保证金比例调降同样适用于存量
合约，使得相关政策调整最大范围地惠及投资者。”

“两融新旧政策无缝衔接，不存在过渡安排，将使政策
落地顺畅高效，有助于短期市场的企稳和长期市场的健康
发展。”胡翔说。

在调降融资保证金比例的同时，证监会也提醒，投资者
应当继续秉持理性投资理念，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合理
运用融资融券工具。证监会将督促证券公司切实加强风险
管理，做好投资者服务，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综合新华社、新华社客户端）

证券交易所调降融资保证金比例
将给市场带来哪些影响？

证券交易印花税减半征收
释放鲜明积极政策信号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国务院关于财政转移支
付情况的报告 28日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
次会议审议。报告明确，将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推动完善转移支付法律制度。

报告介绍，财政转移支付是指上级政府对下级政
府无偿拨付的资金，包括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和地
方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主要用于解决地
区财政不平衡问题，推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是政府实现调控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

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刘昆28日向全国人大
常委会会议作上述报告时介绍，随着转移支付制度不
断完善，转移支付的政策效能持续释放，为推动地区间
财力均衡、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保障国家重大
政策落实提供了制度保障，在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平稳
健康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显现。

针对如何进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报告指出，
将推动完善转移支付法律制度，建立健全转移支付
分类管理机制，改进转移支付预算编制，加强转移支
付分配使用和绩效管理，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转移支
付制度改革。

在推动完善转移支付法律制度方面，刘昆介绍，将
推动修改预算法，将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单独作为
一类管理，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上升为法
律，为深化转移支付改革提供法律支撑。适时研究制
定财政转移支付条例等配套法规，对转移支付的功能
定位、分类体系、设立程序、分配管理、退出机制等作出
全面系统的规定。针对转移支付管理面临的突出问
题，加强制度建设，强化监督，进一步规范转移支付预
算编制、执行和资金使用、管理等行为。

“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
重要内容，是党和国家大政方针落实的重要保障。”刘
昆表示，财政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在推进中央与地方财
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完善中央与地方财政收
入划分的基础上，认真落实预算法要求，进一步完善转
移支付制度，促进转移支付项目设置更加规范、分配方
法更加科学、管理手段更加有效、法律制度更加健全。

我国将推动完善
转移支付法律制度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海关总署 29日发布公
告：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部署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自2023年8月
30日零时起（当地时间），入境人员向海关进行健康申
报时，无需申报行前48小时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或抗原
检测结果。

海关总署：
8月30日起入境人员
无需核酸或抗原检测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据新华社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27日发布公告称，为活跃资本市场、
提振投资者信心，自2023年8月28日
起，证券交易印花税实施减半征收。
各方关注的证券交易印花税迎来调
整，这背后释放了哪些信号？

业内人士指出，7月 24日召开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要活
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对于
资本市场的定调更加积极、方向更加
明确。本次调降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
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活跃资本市场的坚
定态度和呵护股市的信心决心，释放
了鲜明积极的政策信号。

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下调
提振市场

历次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下调均
对资本市场形成提振效果，本次税率
下调也明显带动了市场情绪。

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证券交
易印花税收入达2759亿元。今年前7
个月，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达1280亿

元。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财政研究室主任何代欣表示，在当前
财政收支压力较大的形势下，出台这
项政策信号明显，就是要以财政收入
之“减”，换市场活力之“加”。

何代欣说，从历次调整来看，证券
交易印花税税率的下调对于激活金融
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的作用不可忽
视。面对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面对
证券市场发展新环境，此次下调税率，
除了实质性降低交易成本以外，还将
对树立证券市场信心有着非常积极的
作用。

降低市场交易成本
向市场释放更多流动性

减半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是降
低证券交易成本、提升证券交易活跃
度的重要税收政策工具。此次税率下
调幅度为 50%，为广大投资者减轻税
费负担的政策效用直接且普惠。这将
有助于提升投资者交投意愿，向市场
释放更多流动性。

我国股市现有个人投资者超过
2.2亿人，占全市场投资者的 99.76%，
其中持股 10万元以下以及 10万元至
50万元的投资者占比分别为87.87%、
8.12%。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
研究院联席院长赵锡军认为，降低证
券交易印花税有利于使减税让利政策
惠及广大中小投资者，让税收普惠的
导向在中小投资者占主导的资本市场
更加充分体现。

赵锡军说，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政
策调整是对投资者非常有效的让利，
是对证券市场实质性的利好。调降证
券交易印花税税率有利于降低市场交
易成本，减轻广大投资者负担，体现减
税、降费、让利、惠民的政策导向，对活
跃资本市场、提升投资者信心将起到
明显效果。

监管政策“三箭齐发”
为市场注入更多信心

值得关注的是，证券交易印花税
减半征收的政策公告后，证监会也于
27日晚连续发布三项政策措施，持续
向市场传递积极政策信号。

在赵锡军看来，证监会政策“三箭
齐发”，回应的是市场近期关注、呼吁
的焦点。无论是“优化 IPO、再融资监
管安排”“进一步规范股份减持行为”，
还是“证券交易所调降融资保证金比
例”都将促进投融资更加良性循环，为
市场注入更多信心。

7 月 24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
局会议明确提出“要活跃资本市场，
提振投资者信心”后，监管部门连续
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转融资
利率的优化、结算备付金比例下调、
证券交易经手费下调等。8月 18日，
证监会更是明确落实这一重要决策
部署的一揽子政策措施，回应市场关
注热点。

“监管部门‘三箭齐发’继续回应
市场对活跃资本市场政策的关切，将
对市场信心的企稳起到关键作用。资
本市场投资端、融资端和交易端的改
革持续性和力度均值得期待。”东吴证
券金融行业首席分析师胡翔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