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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率改革雷厉风行

公募与投资者利益更加协调一致

本报记者 王鹤静

7月8日，证监会发布公募基金费率改革工作安排，全面优化公募基金费率模式，稳步降低行业综合费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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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公募基金费率改革全面落地，降低管理费率水平。

截至8月24日，参与降费的公募机构数量已接近110家，占公募机构总数七成以上，参与降费的公募产品数量突破2800只。 随着基金费率改革全面推进，多家公募机构透露，虽然短期盈利会受到影响，但长期来看，这一举措有助于推动各参与主体保持高水平竞争，促进行业优胜劣汰，是行业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

展望未来，公募机构纷纷表示，持续加强投研专业能力建设，追求中长期可持续的风险调整后回报，以稳定良好的业绩吸引投资者，为基民提供更好的投资体验与“获得感” ，才是公募行业长期健康发展的硬道理。

公募基金降费全面推进

截至8月24日，自7月10日首批19家头部公募机构实施降费以来，参与基金降费的公募机构合计数量已接近110家，占公募机构总数七成以上。 具体的费率调整情况多为管理费率由1.5%调降至1.2%，托管费率由0.25%调降至0.20%。

整体来看，大中小型的公募机构普遍参与到了此次基金降费的大潮当中，旗下参与降费的公募产品数量从最少1只到最多100余只不等，合计数量已突破2800只。 Wind数据显示，截至8月24日，管理费率在1.2%及以下的主动权益类基金数量占总数的比重已经超过八成（不含浮动费率基金）。

部分公募机构自7月以来还实施了分批降费。 例如7月24日、7月31日，东兴基金旗下各有两只公募产品实施降费；7月31日，鹏扬基金旗下16只公募产品集体降费，此后的8月14日又有两只公募产品加入降费队伍；8月10日、8月18日，红塔红土基金旗下也各有两只产品降费。

从产品类型来看，此次参与降费的多为此前费率水平相对较高的主动权益类基金，部分浮动费率产品也参与其中。 例如，中欧成长优选混合的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增长率高于、等于、低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时，此前的基金管理费率分别为2.0%、1.5%、1.0%，调降之后，管理费率分别为1.6%、1.2%、0.8%。

除此之外，此次参与降费的也不乏其他类型的基金产品。 例如华夏博锐一年持有混合（MOM）、招商惠润一年定开混合发起式（MOM）等MOM产品，以及易方达优势领航六个月持有混合（FOF）、嘉实领航资产配置混合（FOF）、华安慧心楚选配置三年持有混合（FOF）等FOF产品，上述产品此次主要调降了托管费率。

加速行业优胜劣汰

近期权益市场震荡整固，赚钱效应有所减弱。 兴业基金认为，当下实施公募基金降费改革，能够在降低广大基民投资成本的同时，进一步激发全社会的居民理财需求，吸引更多的增量资金进入公募市场，优化财富管理生态，促进公募行业持续践行普惠金融的初心，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行稳致远。

晨星（中国）基金研究中心总监王蕊表示，短期来看，基金降费将直接影响到基金公司的收入，进而影响到盈利水平，特别是对于规模较小或者权益类基金业务占比较高的基金公司来说，降费或将带来更大挑战。

从更加长远的角度来看，沪上某基金公司认为，基金降费其实是公募行业不断成熟和完善的重要标志，有助于推动各参与主体保持高水平竞争，促进行业优胜劣汰，是行业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 并且，基金降费也会促使公募机构更加努力做好业绩，提供更精准的服务，从而提升管理规模，对冲基金降费给盈利带来的影响。

“此次基金降费改革进一步向投资者让利，长期来看有利于公募基金与投资者利益更加协调一致，互相支撑，实现双赢。”兴银基金表示。在基煜基金看来，基金降费有助于提高公募产品的费后收益，提升公募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扩大公募行业的整体市场份额。

站在机构投资者角度分析，王蕊表示，基金降费进一步降低了养老金、银行理财产品、保险资金等中长期资金的投资成本，吸引各类中长期资金通过公募基金加大权益类产品的配置，为公募基金服务于居民中长期养老需求以及财富管理需求的战略发展目标提供了良好环境。

提升基民投资体验

为应对基金降费带来的影响，公募机构积极寻找应对措施，以此次降费为契机，在保持既有业务发展和夯实原有特色优势的基础上，加大新业务布局，进一步提升行业竞争力。

践行普惠金融初心，公募行业归根结底还是要提升投研能力，为基民带来业绩长期稳健的投资体验。 对此，多家公募机构表示，持续加强投研专业能力建设，提升对市场机会的把握力，追求中长期可持续的风险调整后回报，以稳定良好的业绩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才是公募行业长期健康发展的硬道理。

对于接下来的产品布局 ，德邦基金表示，旗下主动权益产品将进一步加强逆周期布局力度 ，培育更具有中长期投资价值的投资工具，以适配投资者的多元理财需求。 某第三方机构人士建议，推出专注于特定行业 、主题或策略的特色化主动管理基金，或将吸引具有相应投资偏好的投资者参与其中。 另外，沪上某中型基金公司相关人士表示，基金费率除了与业绩、规模、投资者持有时间等因素挂钩 ，未来还将围绕其他模式积极展开探索 ，让市场为管理人的投资能力“投票” ，真正为投资者利益考虑。

部分公募机构则另辟蹊径，例如浙商基金聚焦人工智能（AI）策略赋能下的投研能力，充分发挥“AI+HI（人机互动）智能投资”的差异化优势，搭建了“智选+”“智多+”“智配+”“AI+指数增强”四大产品体系，以满足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需求，适应多变的市场，以长期良好的业绩提升规模。

上海证券基金评价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孙桂平认为，除了挖掘投资者的多元化投资需求，公募行业也需要转变业务发展模式，比如借助于基金投顾等业务，转向真正以客户为中心的价值创造模式，通过强化投资者体验与获得感进行价值创造，做到投资者和财富管理机构共赢。

兴业基金表示，将始终以“丙方心态”来精耕细作，细化服务过程，给予专业陪伴，让投资者的“获得感”不仅在于投资收益的获得，还在于投资过程中的服务获得、信息获得与信心获得。 沪上某中型基金公司也表示，未来公司将大力发展投顾业务，为投资者提供专业的理财规划和咨询服务，与投资者建立起长期的合作关系。

此外，为化解基金降费直接带来的收入影响，降本增效也成为了公募机构的重要举措。 浙商基金介绍，公司在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运营效率等方面进行了有效的探索，例如落实到各部门的精细化管理，提升业务效能；加强成本管控，压缩开支；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升员工工作效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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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农商行经营质效双升 护航实体经济

8月23日晚，上海农商银行（股票简称：沪

农商行， 股票代码：601825） 发布2023年中期

业绩报告。

中报显示，2023年上半年，集团实现营业收

入138.86亿元， 同比增长7.93%， 归母净利润

69.28亿元， 同比增长18.47%。 截至6月末，集

团资产总额 13594.70亿元， 较上年末增长

6.09%； 不良贷款率为0.95%， 拨备覆盖率为

432.08%。 整体来看， 上海农商银行实现了

2023至2025新三年战略规划的良好开端。

申万宏源最新研报指出，2023年上半年沪

农商行营收增速保持逆势提升，并且绝对水平居

上市银行前列，归母净利润表现更是超预期。 从

驱动因子来看， 规模加速扩张是最大正贡献项；

非息净收入同比增长29.2%， 其中中间业务收

入表现优异。

非息收入同比增长近三成

2023年上半年，上海农商银行经营业绩延续“稳中有进、

稳中提质” 的发展态势。

2023年上半年，集团实现营业收入138. 86亿元，其中，实现

非利息净收入34 . 33亿元，同比增长近三成。 盈利能力方面，归

母净利润69. 28亿元，同比增长18. 47% ，年化平均总资产回报

率（ROA）1 . 08%，较上年同期上升0 . 05个百分点，年化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ROE）13. 07%，较上年同期上升0 . 97个百分

点。 经营规模方面， 截至6月末， 集团资产总额为13594 . 70亿

元，较上年末增长6. 09%，贷款和垫款总额为6965. 14亿元，较

上年末增长3. 86%，吸收存款本金为9794 . 16亿元，较上年末增

长3. 81%。

在盈利能力持续提升、存贷款规模较快增长的同时，上海

农商银行资产质量亦在持续改善， 风险抵补能力保持较好水

平。 截至6月末，集团不良贷款率为0 . 95%，较一季度环比下降

0 . 02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为432. 08%，较一季度环比上升9. 42

个百分点。集团资本充足水平持续良好，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

充足率 、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 15. 33% 、12. 92% 、

12. 90%，持续高于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资本要求。

申万宏源认为，在实体贷款需求逐步修复、结构调优以及

加强存款定价管理之下，后续息差有望保持稳定。

护航实体经济

申万宏源的研报指出， 沪农商行有望继续实现量增价稳，

对公紧握科创金融、普惠小微双抓手，支撑信贷快增的同时也

在调优信贷结构；零售信贷需求在消费刺激政策下有望边际改

善，对定价亦带来正向影响。

半年报显示，2023年上半年， 该行加大对普惠金融、 科技

金融、绿色金融等重点领域的服务力度。 截至6月末，该行对公

贷款余额4374 . 46亿元，较上年末增长321 . 35亿元，增幅7. 93%，

公司客户总数达34 . 21万户，对公服务规模持续扩张。 其中，制

造业贷款余额888. 43亿元， 较上年末增加77. 60亿元， 增幅

9. 57%；民营企业贷款余额3054 . 54亿元，较上年末增加225. 51

亿元，增幅为7. 97%。

普惠金融方面，截至6月末，该行涉农贷款余额676.60亿元，

增幅5.03%，普惠涉农贷款余额152.36亿元，增幅34.40%，继续

保持“三农” 金融服务区域市场主力军地位；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745.01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03.87亿元，增幅16.20%，普惠小微

贷款户数4.39万户，较上年末增长0.98万户，增幅28.74%；微贷

中心贷款余额规模16.11亿元， 较上年末增加8.15亿元， 增幅

102.39%，户均余额147万元，全部为信用保证类贷款。

科技金融方面， 截至6月末， 该行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

832. 50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20 . 38亿元，增幅16. 90%，余额占比

较上年末上升1 . 46个百分点； 科技型企业贷款客户数3074户，

较上年末增加614户，增幅24 . 96% ；服务上海市近半数“专精

特新‘小巨人’ ” 企业和约三成“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实现专

业化“做精做优” 。

绿色金融方面， 截至6月末， 该行绿色信贷余额573. 72亿

元，较上年末增长138. 04亿元，增幅31 . 69% ，绿色债券投资规

模余额为104 . 33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5. 49%；资管产品中对绿

色债券的配置规模为22. 69亿元， 较上年末增长36. 77%， 绿色

租赁融资余额84 . 46亿元，较上年末增长20 . 85%。

科技赋能

围绕2023-2025新三年发展战略，上海农商银行全面深化

零售转型，加快高质量发展。

2023年上半年，该行零售业务规模保持稳定增长，个人客

户（不含信用卡客户）2187. 34万户，较上年末增加92. 93万户，

增幅4 . 44%，贵宾及财富客户96. 55万户，较上年末增长5. 01万

户，增幅5. 47% ，零售金融资产（AUM）余额7242. 27亿元，较

上年末增加275. 12亿元，增幅3. 95%。 其中，管理代发养老金客

群客户金融资产（AUM）占比达37. 86% ，代发养老金客群客

户117. 33万户，年内新增4 . 11万户，养老金融特色的基础进一

步夯实。

个人贷款业务方面， 上海农商银行践行数字化发展战略，

推进个人贷款业务资产结构转型与管理体系优化，持续加大消

费贷款等非房产按揭贷款的投放力度， 截至6月末， 该行个人

贷款余额（不含信用卡）1909. 07亿元，整体发展稳定。其中，非

房产按揭类贷款余额867. 14亿元，较上年末增长4 . 12% ，信贷

结构持续调整优化。

上海农商银行坚持“稳健” 的财富管理定位，2023年上半

年，该行上新财富产品逾200只，首购客户逾4万户，理财、基

金、保险等代销业务快速推进，非储AUM规模稳中有升，有效

带动财富业务中收同比增长39. 77%，大幅提升价值创造能力。

截至6月末，该行理财产品总规模1853. 62亿元，在中证金牛金

融研究中心发布的净值型银行理财综合能力评价中连续位列

农商行第一， 在普益标准主办的2023中国资产管理与财富管

理行业『金誉奖』评定中，荣获“卓越大型资产管理农村商业

银行”“优秀固收类银行理财产品” 及“优秀投资团队奖” ，资

产管理业务的市场影响力持续扩大。

在金融业数字化转型日益深化的大环境下，上海农商银行

始终围绕“坚定数字转型” 战略，坚持高质量发展目标，推动科

技与业务深度融合， 不断深化金融科技对零售业务的赋能，持

续优化手机银行，全面整合APP流量，优化线上渠道运营设计，

2023年上半年理财产品线上购买率超95%，新建零售综合积分

系统，设立统一的积分权益体系规则，提升客户体验和经营效

能。 数字化信贷平台回迁后，持续赋能在线贷款，丰富产品运

营，推进渠道对接，支撑业务资产稳定增长。

国泰君安最新研报指出， 沪农商行对公特色业务快速增

长。 对公贷款中，科技型企业贷款较年初增长16 . 9%，普惠小

微贷款较年初增长16 . 2%， 绿色信贷余额较年初增长32 . 7%，

特色业务较好支撑了扩表速度。 零售方面，个人经营性贷款占

比上升而按揭占比下降， 使零售贷款收益率较2022年提升15

个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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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率改革雷厉风行

公募与投资者利益更加协调一致

●本报记者 王鹤静

7月8日，证监会发布公募基金费率改革工作安排，全面优化公募

基金费率模式，稳步降低行业综合费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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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公募

基金费率改革全面落地，降低管理费率水平。

截至8月24日，参与降费的公募机构数量已接近110家，占公募机

构总数七成以上，参与降费的公募产品数量突破2800只。 随着基金费

率改革全面推进，多家公募机构透露，虽然短期盈利会受到影响，但长

期来看，这一举措有助于推动各参与主体保持高水平竞争，促进行业

优胜劣汰，是行业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

展望未来，公募机构纷纷表示，持续加强投研专业能力建设，追求

中长期可持续的风险调整后回报， 以稳定良好的业绩吸引投资者，为

基民提供更好的投资体验与“获得感” ，才是公募行业长期健康发展

的硬道理。

看好性价比优势

私募踊跃介入医药股

●本报记者 朱涵

随着上市公司半年报陆续出炉， 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

发现，多家私募机构不约而同地介入医药板块，更有多家医

药公司股份获得高毅资产、聚鸣投资等百亿级私募青睐。

业内人士表示，医药板块经历了长时间的调整，当前性

价比已相对较高。 从长期来看， 医药板块整体向上趋势明

显，当前已是布局的有利时间窗口。

知名私募身影浮现

统计发现，多家医药公司的最新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中

频现知名私募机构的身影。

Wind数据显示，“公奔私” 名将周应波旗下运舟资本

三只产品扎堆重仓福元医药。该公司主营制造、销售原料药

及口服固体制剂。 具体来看，运舟成长精选1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运舟成长精选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运舟金选成

长精选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分别新进持有897.6万股、

431.5万股和256.6万股，期末参考市值（截至2023年6月30

日）累计2.6亿元。

百亿级私募聚鸣投资则看好怡和嘉业。公开资料显示，怡

和嘉业主营为全球用户提供睡眠呼吸障碍、 慢性呼吸系统疾

病的整体服务方案。公司半年报披露，聚鸣投资旗下聚鸣多策

略臻选价值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与聚鸣涌金6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分别新进持有怡和嘉业20.47万股、14.41万股，期末参考

市值（截至2023年6月30日）累计6870万元。

此外，高毅资产旗下高毅庆瑞6号瑞行基金增持原料药

企业京新药业560万股， 增持后高毅资产累计持有京新药

业1929万股，期末参考市值（截至2023年6月30日）累计

2.5亿元。

机构看好新赛道

统计显示，随着半年报的进一步披露，医药板块的一些

细分赛道逐渐受到市场关注。 除了原料药、创新药，还有近

期的一些新概念，如“SPD概念” 。 SPD是医疗系统的一种

精细化管理方式，目的是通过优化管理模式，减少医疗物资

在医院内部不必要的消耗。 Wind数据显示，SPD服务的提

供商相关个股近日表现不俗。

畅力资产董事长兼投资总监宝晓辉表示，SPD概念的

普及是医疗系统降本提效的必然趋势， 随着医疗集采的大

规模普及，SPD概念会在未来继续大放异彩。

宝晓辉表示， 创新药和原料药必然会在未来成为医药板

块投资的主要方向，从发达市场医药板块的历史表现来看，最

初阶段，仿制药企业往往能占据一定的市场规模和利润，但随

着市场的扩大， 最终脱颖而出的必然是拥有着技术优势的医

药企业。 总体来说，从市场规模、渠道导向转向技术导向是医

药板块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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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募基金降费全面推进

截至8月24日，自7月10日首批19家头

部公募机构实施降费以来， 参与基金降费

的公募机构合计数量已接近110家， 占公

募机构总数七成以上。 具体的费率调整情

况多为管理费率由1.5%调降至1.2%，托管

费率由0.25%调降至0.20%。

整体来看， 大中小型的公募机构普遍

参与到了此次基金降费的大潮当中， 旗下

参与降费的公募产品数量从最少1只到最

多100余只不等，合计数量已突破2800只。

Wind数据显示，截至8月24日，管理费率

在1.2%及以下的主动权益类基金数量占

总数的比重已经超过八成（不含浮动费率

基金）。

部分公募机构自7月以来还实施了分

批降费。 例如7月24日、7月31日，东兴基金

旗下各有两只公募产品实施降费；7月31

日， 鹏扬基金旗下16只公募产品集体降

费， 此后的8月14日又有两只公募产品加

入降费队伍；8月10日、8月18日，红塔红土

基金旗下也各有两只产品降费。

从产品类型来看， 此次参与降费的多

为此前费率水平相对较高的主动权益类基

金，部分浮动费率产品也参与其中。 例如，

中欧成长优选混合的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增

长率高于、 等于、 低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

时， 此前的基金管理费率分别为2.0% 、

1.5%、1.0%， 调降之后， 管理费率分别为

1.6%、1.2%、0.8%。

除此之外， 此次参与降费的也不乏其

他类型的基金产品。 例如华夏博锐一年持

有混合（MOM）、招商惠润一年定开混合

发起式（MOM）等MOM产品，以及易方

达优势领航六个月持有混合 （FOF）、嘉

实领航资产配置混合（FOF）、华安慧心

楚选配置三年持有混合（FOF）等FOF产

品，上述产品此次主要调降了托管费率。

加速行业优胜劣汰

近期权益市场震荡整固， 赚钱效应有

所减弱。兴业基金认为，当下实施公募基金

降费改革， 能够在降低广大基民投资成本

的同时， 进一步激发全社会的居民理财需

求，吸引更多的增量资金进入公募市场，优

化财富管理生态， 促进公募行业持续践行

普惠金融的初心， 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行

稳致远。

晨星（中国）基金研究中心总监王蕊表

示，短期来看，基金降费将直接影响到基金公

司的收入，进而影响到盈利水平，特别是对于

规模较小或者权益类基金业务占比较高的

基金公司来说，降费或将带来更大挑战。

从更加长远的角度来看， 沪上某基金

公司认为， 基金降费其实是公募行业不断

成熟和完善的重要标志， 有助于推动各参

与主体保持高水平竞争， 促进行业优胜劣

汰，是行业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并

且， 基金降费也会促使公募机构更加努力

做好业绩，提供更精准的服务，从而提升管

理规模，对冲基金降费给盈利带来的影响。

“此次基金降费改革进一步向投资者

让利，长期来看有利于公募基金与投资者利

益更加协调一致，互相支撑，实现双赢。 ”兴

银基金表示。 在基煜基金看来，基金降费有

助于提高公募产品的费后收益，提升公募产

品的市场竞争力，扩大公募行业的整体市场

份额。

站在机构投资者角度分析，王蕊表示，

基金降费进一步降低了养老金、 银行理财

产品、保险资金等中长期资金的投资成本，

吸引各类中长期资金通过公募基金加大权

益类产品的配置， 为公募基金服务于居民

中长期养老需求以及财富管理需求的战略

发展目标提供了良好环境。

提升基民投资体验

为应对基金降费带来的影响， 公募机构

积极寻找应对措施，以此次降费为契机，在保

持既有业务发展和夯实原有特色优势的基础

上，加大新业务布局，进一步提升行业竞争力。

践行普惠金融初心， 公募行业归根结

底还是要提升投研能力， 为基民带来业绩

长期稳健的投资体验。对此，多家公募机构

表示，持续加强投研专业能力建设，提升对

市场机会的把握力， 追求中长期可持续的

风险调整后回报， 以稳定良好的业绩吸引

更多的投资者， 才是公募行业长期健康发

展的硬道理。

对于接下来的产品布局，德邦基金表

示，旗下主动权益产品将进一步加强逆周

期布局力度，培育更具有中长期投资价值

的投资工具，以适配投资者的多元理财需

求。 某第三方机构人士建议，推出专注于

特定行业、主题或策略的特色化主动管理

基金，或将吸引具有相应投资偏好的投资

者参与其中。 另外，沪上某中型基金公司

相关人士表示， 基金费率除了与业绩、规

模、投资者持有时间等因素挂钩，未来还

将围绕其他模式积极展开探索，让市场为

管理人的投资能力“投票” ，真正为投资

者利益考虑。

部分公募机构则另辟蹊径， 例如浙商

基金聚焦人工智能（AI）策略赋能下的投

研能力，充分发挥“AI+HI（人机互动）智

能投资” 的差异化优势，搭建了“智选+”

“智多+”“智配+”“AI+指数增强” 四大

产品体系， 以满足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需

求，适应多变的市场，以长期良好的业绩提

升规模。

上海证券基金评价研究中心高级分析

师孙桂平认为， 除了挖掘投资者的多元化

投资需求， 公募行业也需要转变业务发展

模式，比如借助于基金投顾等业务，转向真

正以客户为中心的价值创造模式， 通过强

化投资者体验与获得感进行价值创造，做

到投资者和财富管理机构共赢。

兴业基金表示，将始终以“丙方心态”

来精耕细作， 细化服务过程， 给予专业陪

伴，让投资者的“获得感”不仅在于投资收

益的获得，还在于投资过程中的服务获得、

信息获得与信心获得。 沪上某中型基金公

司也表示，未来公司将大力发展投顾业务，

为投资者提供专业的理财规划和咨询服

务，与投资者建立起长期的合作关系。

此外， 为化解基金降费直接带来的收

入影响， 降本增效也成为了公募机构的重

要举措。浙商基金介绍，公司在优化资源配

置、 提升运营效率等方面进行了有效的探

索，例如落实到各部门的精细化管理，提升

业务效能；加强成本管控，压缩开支；优化

人力资源配置，提升员工工作效率等。

促进资本市场

与中长期资金良性互动

（上接A01版）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大局。

会议提出，在国内经济转型升级、金融市场改革深入

推进、长期利率中枢下移的新形势下，养老金、保险资金和

银行理财资金等中长期资金加快发展权益投资正当其时。

各类机构要提高对中长期资金属性和责任的认识，坚持从

战略高度看待和重视权益投资， 不断加强投研能力建设，

壮大投资人才队伍，建立健全投资管理体系，推动建立三

年以上的长周期考核机制， 着力提高权益投资规模和比

重。 参会机构一致表示，将更好发挥中长期资金的市场稳

定器和经济发展助推器作用， 正确看待市场短期波动，把

握长期向好的大势，强化逆周期布局，加大权益类资产配

置，用实际行动引领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稳健投资，努力

实现服务高质量发展、客户资产保值增值、机构自身长期

健康发展的更好统一。

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创新

支持机制持续完善

（上接A01版）也互相补充，直接融资渠道持续畅通，为

以科技创新企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提供了有力支持， 已形成

尊重国情的‘中国方案’ 。 ”中金公司首席执行官黄朝晖说。

健全机制激发活力

“在深入开展调研、广泛听取意见建议基础上，加快研究

论证进一步支持科技创新的一揽子政策举措， 相关文件将适

时出台。 ”证监会有关负责人8月18日表示，总的思路是，健全

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创新的支持机制， 引导资源向科技创新领

域集聚，激发市场科技创新活力，助推科技企业做优做强，畅

通“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陈戈认为，积极助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科技型企业做

大做强，不仅有利于促进科技企业的成长和创新，也为投资

者提供了新的投资机会，并增加了资本市场的深度和宽度。

据悉， 证监会将适当提高对轻资产科技型企业重组的

估值包容性， 支持优质科技创新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做大做

强； 持续完善科技型企业股权激励制度机制， 优化实施程

序，豁免短线交易，助力科技型企业吸引稳定人才；积极研

究更多满足科技型企业需求的融资品种和方式， 研究建立

科创板、创业板储架发行制度。

“储架发行在便利企业按需灵活便捷融资、 降低融资

成本的同时，也避免了因新股集中发行对市场的不利影响，

未来可重点关注储架发行制度的探索和落地情况。 ” 南开

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表示。

向投资者让利 六家券商下调佣金费率

（上接A01版）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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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深A股、沪市B

股大宗交易佣金将在投资者原有佣金

基础上统一下调0.001022%，深圳B股

大宗交易将在投资者原有佣金基础上

统一下调0.00073%；北交所普通股、优

先股交易佣金将在投资者原有佣金基

础上统一下调0.0125%。

财达证券发布 《关于降低投资

者交易佣金的告知函》 称，8月28日

起， 对存量投资者交易佣金统一下

调。 其中，沪深交易所，涉及A股、B

股、存托凭证品种的交易佣金（含经

手费），将在投资者原有佣金基础上

统一下调，下调幅度为0 . 00146%；沪

深A股、 存托凭证、 沪市B股大宗交

易佣金（含经手费）将在投资者原有

佣金基础上统一下调， 下调幅度为

0 . 001022% ；深市B股大宗交易（含

经手费） 将在投资者原有佣金基础

上统一下调，下调幅度为0 . 00073%；

针对所有投资者，北交所普通股、优

先股交易经手费将在投资者原有经

手费基础上统一下调， 下调幅度为

0 . 0125% ； 北交所可转换公司债券

交易经手费将在投资者原有经手费

基 础 上 统 一 下 调 ， 下 调 幅 度 为

0 . 00625%。

华东某券商分析师在接受中国证

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上述几家券商

对佣金费率的调整， 相当于把交易所

下调的证券交易经手费让利给投资

者。“总体来看，是证券行业和交易所

向资本市场投资者让利。 ”

华南某券商非银行业分析师对记

者表示， 零售交易佣金费率再下降的

空间很小， 否则很难覆盖营业部成本

和投顾成本。

开源证券认为， 监管部门在资本

市场投资端、资产端、交易端改革方面

均有政策举措落地，标本兼治、立足长

远， 预计未来在引入中长期资金方面

或有更多举措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