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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江聃

12月2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11

月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企 业 实 现 利 润 同 比 增 长

29.5%，增速较10月明显加快，显著超出市场预

期。国家统计局工业司统计师于卫宁分析，原

因在于工业企业利润加快回升，以及投资收益

相对集中入账。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的市场

人士认为，12月工业企业利润有望继续修复。

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

长29.5%，已连续4个月正增长。从累计看，1～11

月实现利润总额超6.98万亿元，同比下降4.4%。

3月以来，累计利润同比增速保持了逐月收窄走

势，1～11月利润降幅年内首次收窄至5%以内。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雳对记者表示，

三季度以来宏观经济向好发展的态势愈发明

显，国内需求大幅改善，宏观政策显效和国内

需求增长促使工业生产活动的经营效益明显

向好，利润连续回正。

工业企业利润加快回升一方面来源于增

收。1～11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

比增长1.0%，增速较1～10月加快0.7个百分点。

其中，11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

长6.1%，增速较10月加快3.6个百分点，连续5

个月回升。

利润回升还源于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

利润率明显提高，以及企业资金周转状况有所

改善。数据显示，11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

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 83.92 元，同比减少

0.62元，连续5个月同比减少；营业收入利润率

为7.15%，同比提高1.29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

同比提高。11 月末，产成品存货周转天数为

19.9天，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为63.0天，分别较

10月末减少0.1天和0.2天。

英大证券公司首席宏观经济学家郑后成对

记者表示，数量、利润率以及基数效应均对11月

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形成支撑。

从三大行业看，1～11月，采矿业实现利润总

额1.22余万亿元，同比下降18.3%；制造业实现利

润总额5.09余万亿元，下降4.7%；电力、热力、燃

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实现利润总额6558.5亿元，

增长47.3%。

原材料行业利润降幅明显收窄，对规模以

上工业利润改善贡献较大。 （下转A5版）

29.5%！11月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超预期

证券时报记者 张艳芬

近日，商业银行的“头尾”机构迎来两拨相

反的动作：一边是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集体

下调人民币挂牌存款利率，下调幅度多在10至

25个基点；另一边却是部分农商银行、村镇银

行逆市上调存款利率，上调幅度多在5至15个

基点。

前者代表了新一轮降息潮的开启，后者

则只是年末吸引储户存款的暂时性调整。实

际上，为应对年末收官和年初“开门红”，中小

银行临时上调存款利率是“揽储”的常规行

为。不过，与往年“一浮到顶”硝烟弥漫的“揽

储大战”相比，近年来的中小银行揽储已逐步

降温。

更为明确的趋势是，在商业银行息差不断

收窄、贷款利率下行、存款定期化和长期化倾

向下，压降付息成本势在必行。

自 2022年 4月央行指导利率自律机制建

立了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以来，商业银行

于当年的 4月、9月，以及 2023年 6月、9月，开

启了四轮大范围下调存款利率的动作。从下

调幅度看，长期限存款利率下调更多，表现了

商业银行压降长端负债成本的迫切心理。

由于市场地位不同，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的

存款利率高低、调降利率幅度以及调降时机均

有差异。按照惯例，在国有大行调降存款利率

之后，中小银行后续会陆续跟进下调。

当前，主流商业银行的长期限存款利率已

降至“2”时代，大众对高息存款的关注热度居

高不下，“存款特种兵”甚至上了不少统计机构

的2023年十大热词榜单。于是，相对还具备较

高存款利率的中小银行，依靠存款利率优势吸

引储户资金，也是稳定负债结构、增强自身信

贷投放能力的应有之义。

同时，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的建立，

也助力了商业银行根据自身情况优化调整存

款利率和存款结构，更好地稳定负债成本。

但不容忽视的是，利率市场化也给资本实

力不足的中小银行的经营管理带来压力。在

利率市场化大浪潮下，中小银行应将自律机制

要求融入自身利率定价管理体系中，在新机制

下逐渐提升自主定价能力。尤其在稳定息差

的大前提下，中小银行需按照自身资产负债结

构、客户结构等因素制定合理的定价策略，通

过内外部定价管理合力，实现风险与收益的平

衡，推进完善利率传导机制在存款端的落实。

部分中小银行逆市上调存款利率 自主定价能力需提升

休刊启事
根据国家关于2024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

通知和深沪北证券交易所元旦休市安排，本报

2023年12月31日至2024年1月1日休刊，2024
年1月2日恢复正常出报。

本报编辑部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12月27日，就券商落地“限售股不得融券”

新规情况，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多数

证券公司在落实新规要求上基本到位，但现场

检查也发现个别证券公司存在关联方核查不

够深入等问题，证监会将督促证券公司加强对

客户交易行为和交易目的的穿透式管理，对通

过多层嵌套、合谋交易、串联套利等方式违反

“限售股不得融券”等要求的行为从严打击，发

现一起，查处一起。

10月14日，沪深北交易所发布《关于优化

融券交易和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相关安排的

通知》，明确“投资者持有上市公司限售股份、

战略配售股份，以及持有以大宗交易方式受让

的大股东或者特定股东减持股份等有转让限

制的股份的，在限制期内，投资者及其关联方

不得融券卖出该上市公司股票”，进一步完善

了“限售股不得融券”的要求。同时要求证券

公司按照穿透原则核查投资者情况，对投资者

的相关交易行为进行前端控制，严禁参与违规

或为违规提供便利。

证监会表示，新规发布后，监管部门和行

业协会通过发布通知、现场检查、行业培训等

多种方式，督促证券公司落实新规要求。证

券公司通过发布公告、修改合同、签署承诺书

等方式将新规要求告知投资者，并抓紧完善

系统，加强业务管控，在系统改造完成前，安

排专人做好交易申报和前端控制，目前部分

公司已上线新系统。整体来看，多数证券公

司在落实新规要求上基本到位，但现场检查

也发现个别证券公司存在关联方核查不够深

入等问题。

证监会指出，下一步将按照中央金融工作

会议要求，全面强化穿透式监管，一方面压实

证券公司责任，督促证券公司按照“看不清，不

展业”的要求，加强对客户交易行为和交易目

的的穿透式管理，严禁参与违规或为违规提供

便利，切实提高业务水平。另一方面强化监管

执法，建立健全穿透式监管的工作机制，对通

过多层嵌套、合谋交易、串联套利等方式违反

“限售股不得融券”等要求的行为从严打击，发

现一起，查处一起，也欢迎各市场参与方共同

监督规定执行。

证监会：严打违反“限售股不得融券”要求的行为

新一轮财税改革迎难而上 攻坚“最难啃的骨头”
证券时报记者 贺觉渊 郭博昊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按照中央关于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决策部署，财税体制改革取

得了明显成效，现代财政制度框架基本确立。

近日，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全国财政工作

会议进一步明确，围绕财税体制的新一轮改革

大幕将启。2024年，财税系统如何围绕“健全现

代预算制度，优化税制结构，完善财政转移支付

体系”积极稳妥谋划推进新一轮改革，值得期待。

立足新时代新征程，新一轮的改革谋篇布

局恰逢其时。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学

者表示，新一轮改革的重心应当是构建事权和

支出责任清晰合理的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税关

系，通过建立全面、系统、法治化的预算监督体

系，全面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优化、健全地方

税体系，厘清央地政府财政关系，更好发挥有效

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

央地财政关系亟待理顺

1993年，国务院作出《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

管理体制的决定》，财政体制由此从“分灶吃饭”

体制转向分税制，构建了长期有效的中央和地

方关系以及系统规范的预算制度和税制体系。

过去分税制改革的重心在于税收分享，即政府

间关于财政收入分配关系的改革。随着时间推

移，分税制改革尚未解决的问题与当前财税体

制所面临的经济形势相互交织，部分矛盾日益

加深。上海交通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

桦宇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些问

题主要体现在预算监督管理不够全面系统，整

体税制亟待优化，中央和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

责任划分不清等。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

国发展需要应对的风险和挑战、需要解决的矛

盾和问题更加错综复杂。从短期难点看，财政

收支持续维持紧平衡状态，一些地方特别是基

层财政收支矛盾较大；部分地方专项债券项目

谋划不足，存在资金闲置；一些市县偿债能力弱、

债务风险较高等。整体来看，地方财政运行压

力更加突出。

（下转A5版）

证券时报记者 郭博昊

12月27日，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1～11

月，全国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18125.09亿元。

一系列延续、优化、完善的税费优惠政策，有力激发

经营主体活力，提升企业创新发展动能。

今年以来，截至10月底，我国共出台延续、优化、

完善的税费优惠政策77项，税费政策“组合拳”直面

我国经济发展关键环节。如，聚焦支持做强做优实

体经济，将涉及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到期税费

优惠政策统一延续到2027年底；聚焦推动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推出了先进制造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提

高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并增加享受时点等多

项优惠政策。

从政策实施效果看，一系列税费优惠政策有力

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分经济类型看，民营经济纳税

人是税费优惠政策的主要受益对象，新增减税降费

及退税缓费13371亿元，占比73.8%。分行业划分看，

制造业及与之相关的批发零售业占比最高，新增减

税降费及退税缓费7597.2亿元，占比41.9%。分企业

规模看，中小微企业受益最明显，新增减税降费及退

税缓费11203.37亿元，占比61.8%。

在包括税费优惠在内的一系列促发展政策的推

动下，我国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改善。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前11个月，全

国新设经营主体3020.4万户，同比增长10.5%。其

中，新设企业916.9万户，增长14.6%；新设个体工

商户2092.7万户，增长8.9%。经营主体结构进一

步优化，三次产业经营主体占比分别为5.8%、10.2%、

84%，“四新经济”企业占比39.4%，发展质量稳中

趋好。

前11月税费减负超1.8万亿
新设经营主体增逾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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