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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量+存量”改革成果丰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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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版

SECURITIES DAILY
2023年8月23日 星期三

第187期 总第6923期今日88版

经济日报社主管主办

新闻热线：010-83251730 010-83251760

官方网站：

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媒体

创造·发现·分享
中国价值新坐标

证券日报社出版

●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1-0235 邮发代号：1-286 ● 地址：北京市西三环南路55号顺和国际·财富中心大楼东侧 3A区501号/502号 ● 邮编：100071 ● 定价:3元
● 编辑部:010-83251730 E-mail：zmzx@zqrb.net ● 广告部:010-83251716 ● 发行部:010-83251713 ● 监督电话：010-83251700 ●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宣工商广字第093号(1-1) 北京 上海 深圳 成都 同时印刷

本报记者 韩 昱

8月22日，财政部网站公布一批有利于资
本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涉及创
新企业境内发行存托凭证（以下简称“创新企
业CDR”）、货物期货市场、沪深港通等领域的
税收政策。

公布的相关文件分别为《关于继续实施创
新企业境内发行存托凭证试点阶段有关税收
政策的公告》《关于支持货物期货市场对外开
放有关增值税政策的公告》《关于延续实施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

《关于延续实施创业投资企业个人合伙人所得
税政策的公告》《关于延续实施沪港、深港股票

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和内地与香港基金互
认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关于延续实
施支持原油等货物期货市场对外开放个人所
得税政策的公告》。

从具体内容来看，一项政策自2023年9月21
日至2025年12月31日施行：为继续支持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对个人投资者转让创新企业
CDR取得的差价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在
增值税政策方面，对个人投资者转让创新企业
CDR取得的差价收入，暂免征收增值税；在印花
税政策方面，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
所转让创新企业CDR，按照实际成交金额，由出
让方按1‰的税率缴纳证券交易印花税。

另外几项政策均执行至2027年12月31日，

具体包括：为继续支持货物期货市场对外开
放，对经国务院批准对外开放的货物期货品种
保税交割业务，暂免征收增值税。

为继续支持企业创新发展，居民个人取
得股票期权、股票增值权、限制性股票、股权
奖励等股权激励符合相关条件的，不并入当
年综合所得，全额单独适用综合所得税率表，
计算纳税。

为继续支持创业投资企业发展，创投企业
可以选择按单一投资基金核算或者按创投企
业年度所得整体核算两种方式之一，对其个人
合伙人来源于创投企业的所得计算个人所得
税应纳税额。创投企业选择按单一投资基金
核算的，其个人合伙人从该基金应分得的股权

转让所得和股息红利所得，按照20%税率计算
缴纳个人所得税。创投企业选择按年度所得
整体核算的，其个人合伙人应从创投企业取得
的所得，按照“经营所得”项目、5%至35%的超
额累进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为促进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和健
康发展，对内地个人投资者通过沪港通、深港通
投资香港联交所上市股票取得的转让差价所得
和通过基金互认买卖香港基金份额取得的转让
差价所得，继续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为支持原油等货物期货市场对外开放，对
境外个人投资者投资经国务院批准对外开放
的中国境内原油等货物期货品种取得的所得，
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税收优惠政策密集公布 支持资本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本报记者 孟 珂

8月22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2年我国
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776.8，比上年增长
28.4%。2022年，各项分类指数与上年相比均
有提升，其中，网络经济指数增长最快，对总指
数增长的贡献最大。

据测算，2022年，网络经济指数为2739.0，
比上年增长39.6%，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率为
91.6%。从主要构成指标看，截至2022年底，移
动互联网用户数、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
分别达14.6亿户、5.9亿户，分别比上年增长
3.0%、10.1%；当年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达
2617.6亿GB，比上年增长18.1%。

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所长闾海琪
表示，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建设快速推进，网
络基础设施优化升级，5G网络、千兆光网等新
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新进展，数据中心、
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业务快速发展，物联网
用户规模继续扩大，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
持续深化，不断强化数字经济新优势。

闾海琪进一步分析，数字化转型应用深入
推进，新业态新模式助力线上线下消费有机融
合，消费场景不断拓展，以直播电商为代表的
新业态电商快速发展，拓展消费新渠道。生产
领域电商交易规模持续扩大，大宗商品类平台
通过优化供需匹配，助力企业扩展销售渠道，
提升交易效率，加快企业服务线上化步伐。

2022年，我国电子商务市场规模再创新
高，全国电子商务平台交易额43.8万亿元，按可
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增长3.5%；全国网上零售
额13.8万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增长
4.0%，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6.2%，占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7.2%，比上年
提高2.7个百分点；全国网购替代率（线上消费
对线下消费的替代比例）为80.7%。

跨境电商持续快速发展，截至2022年底，
我国已设立165个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基本
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发展格
局；2022年我国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实现3.8万
亿元，比上年增长74.3%。

科技创新引领新动能成长。据国家统计
局测算，2022年，创新驱动指数336.3，比上年增
长15.5%。从主要构成指标看，全国研究与试
验发展（R&D）经费投入达3.1万亿元，比上年增
长10.4%，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支出比重稳定
提升，企业研发经费持续增长。不断加强科技
创新成果及应用，每万名R&D人员专利授权量
达4453.7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
达9.4件；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额达47791亿元，比
上年增长28.2%。

此外，2022年，知识能力指数为193.4，比上
年增长5.9%；经济活力指数为402.6，比上年增
长3.5%；转型升级指数为162.8，比上年增长
1.2%。

2022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
比上年增长28.4%

张 歆

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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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这一重大
部署，需要进一步夯实市场基础，提高上市公
司质量，而并购重组是重要途径之一。

资本市场并购重组的活跃度，一直是上市
公司产业整合力度的风向标。2019年以来，全
市场每年并购重组3000单左右，年交易金额均
超过1.5万亿元；但相对于2018年2.56万亿元的
规模，出现明显回落。

这一转折性变化，与2019年我国试点股票
发行注册制紧密相关。注册制改革所带来的
重大变化之一就是壳资源不再稀缺，壳价值明
显下降。简单来说，在注册制从试点到全面实
施的过程中，市场参与者的理念发生了重大改
变，绩差公司不能继续靠卖壳求生，投资者也
逐步摒弃“炒小炒差”。于是，脱离产业整合的
纯粹“壳交易”失去支撑，其对应的并购重组规
模自然大幅萎缩。这正是注册制下资产端优
胜劣汰的一种积极投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并购重组的市场空间
变小了，而是大有可为。目前，我国正在加快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巩固传统优势产业地
位的同时，培育壮大新的增长引擎，正需要资
本市场充分发挥资源配置功能，为产业转型升
级赋能。而并购重组是产业转型、企业做大做
强的重要抓手。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中，科技创新企业的产
业链并购可谓是重中之重。科创企业技术迭
代快，资金消耗大，轻资产运行，融资需求自然
也较大。2019年以来，在注册制下，一大批优
质科创企业登陆A股市场，但这仅是其开展股
权融资的一个方式。相关企业还可以运用并
购重组等资本运作方式，聚集科创资源，在产
业链中做优做大做强。

毋庸置疑，科创企业并购重组也面临一些
难题。例如，轻资产科创企业的并购估值往往
缺乏“参照系”，需要综合考虑企业的无形资产
价值、未来发展潜力、业绩对赌方案设置、并购
双方的战略协同等因素。这不仅考验监管的
包容性和灵活性，也对投资者的专业判断能力
提出更高要求。

国企并购重组是我国资本市场的一道风
景线，“矿藏”非常丰富。从消息面来看，新
一轮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即将正式启动，

“加快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仍是
核心。

国资委在今年6月份召开的中央企业提高
上市公司质量暨并购重组工作专题会上强调，

“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
用，以上市公司为平台开展并购重组，助力提
高核心竞争力、增强核心功能”。

从近年来A股市场发生的国企并购案例来
看，上市公司获得优质资产注入，公司质量得
到进一步夯实；国企的资产和业务布局持续优
化、国有资源运营配置效率得到提升。未来，
如果能进一步发挥A股市场在国企改革中的估
值定价、产业引导等枢纽功能，上市公司并购
重组的活力也将进一步提升。

从并购重组的效果来看，无论是产业链相
关上市公司达成协调效应，还是央国企通过资
本运作做大做强做优，都将产生贯通融合之势
能，助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激活上市公司
并购重组，实则是以金融活水激发产业结构转
型升级，为经济发展添加一抹春色。

如何激活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一池春水
——“要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思考之三

明年起数据资产“入表”
跨入数字化时代迈出实质性一步
..........................A3版

本报记者 谢若琳 见习记者 毛艺融

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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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适当延长A股市场、交易所债券市场交易时
间，更好满足投资交易需求。”

作为优化完善交易机制、提升交易便利
性的重要举措之一，延长交易时间对于活跃
资本市场具有积极意义，有利于提升市场定
价效率、吸引国际投资者参与A股市场。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延长交易时间有利
于提升A股对全球投资者的吸引力。

从全球主要证券交易市场交易时长来
看，A股目前交易时间最短，共4个小时。英
国、法国、德国的每日证券交易时间最长，达
8.5小时；美国纽交所每日交易时长为6.5小
时；香港联交所交易时长为5.5个小时。

德邦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芦哲表示，目

前，A股的交易时间确实相对较短，部分投资
者的交易需求在当前框架下并未得到充分
满足，对更多交易时段的覆盖有利于国际投
资者参与中国资本市场。

“随着A股市场容量越来越大，日均成交
量也较大，延长交易时间有利于减少市场波
动。对于部分投资者而言，延长交易时间更
有利于科学决策，应对外盘的市场变化。”中
原证券策略分析师周建华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

在田轩看来，交易时间不足会影响市场
定价效率。同时，非交易时段过长，有可能
放大隔夜交易风险，导致股票市场波动放
大。目前，A股交易时长明显不足以支撑市
场每日超万亿元的交易量级需求，增加了股
票市场异常波动的风险。

不过，在社交平台上，一些投资者认为
延长股市交易时间后，投资者的“亏损时
长”也会更长。对此，周建华表示：“延长交

易时间只是给投资者提供了更多时间决策
和交易，投资决策的对错才是影响盈亏的
关键。”

“事实上，由于交易时长不足导致的信
息不对称，反而会加大中小投资者交易成本
和风险。”田轩表示，以港股市场为例，目前
港股每日交易时长为5.5个小时，比A股多出
一个半小时。这一个半小时的交易时差，容
易导致信息不对称问题，在无形中增加了A
股市场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交易信
息成本以及交易风险。

对于交易时间的调整，田轩认为，不能
简单粗暴地照搬成熟资本市场的制度安
排。建议先在保证资本市场交易秩序基本
可控的前提下，与港股“同步”。

周建华持有类似观点，他表示：“由于目
前A股和港股市场已经实现互联互通，初步
可以实现连续交易时间同步。时机成熟后，
再逐步实现盘后交易。”

适当延长交易时间话题引关注 专家建议分步平稳推进

以投融资方式收受贿赂
被判处无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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