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安莉 海

口報道）內地迄今獎金最高的文
學獎項「海南奧林匹克花園長篇
小說大獎賽」25日在海口揭曉，
海南本土作家崽崽作品《我們的
三六巷》攬金100萬元。海南省委

書記羅保銘出席頒獎典禮活動。
據了解，「海南奧林匹克花園

長篇小說大獎賽」由海南省文
聯、省作協、海南奧林匹克花園
有限公司、海南駿豪旅遊發展有
限公司與天涯社區聯袂舉辦。據

規定，參賽作品須以海南題材的
長篇小說，且必須是2006年以來創
作和出版的原創作品。該賽事從
2008年6月開始，分三年進行，每
年評出一個「年度優秀作品獎」，
獎金為20萬元人民幣。
此次大獎是從三年入圍作品中

評出「特別大獎」作品，獎金為
100萬元人民幣。

據中新社25日電 國家住房和城
鄉建設部副部長齊驥25日在廣州
參加首屆嶺南論壇時表示，中國
將在上海、重慶兩市試點的基礎
上，適時擴大房地產稅試點城

市。
齊驥表示，由於是試點，所以

這兩個地區房地產稅的徵收對
象、徵收方式等都不同，他們已
取得很好的經驗，但下一個試點

城市選哪還沒有定。此前曾盛傳
的廣州、深圳已被納入試點城
市。齊驥強調，下一步試點的城
市仍未確定。
齊驥稱，中國將堅持限購政策

不動搖，促進房價合理回歸，並
將採取優惠信貸政策，支持剛性
購房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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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指10年零漲幅 A股印花稅吸金逾5000億

內地股民怨遭「活熊取膽」
據《壹財經》調查顯示，從2001年6月至

2011年底，A股股民繳納印花稅達
5,388.91億元，付券商佣金3,874億元，再加
上紅利稅與其他費用，實際交易成本驚人，
但回報少得可憐，同期上市公司累計分紅僅
7,500億元，股指十年漲幅幾乎為零。　

倡炒股虧了應減免稅收
日前，證監會主席郭樹清在浙江深入散戶

聽取呼聲，股民紛紛提出證券市場稅賦重、
中小投資者投資成本高的問題。對此郭樹清
表示，證監會正與有關部門積極溝通。郭樹
清的表態引起股民反響，股民期待「降稅、
降準、降息」，建議「炒股虧了應減免稅
收」。
知名投資者皮海洲昨天接受本報記者採訪

時說，目前股民感覺稅賦重、炒股成本高，
最根本的原因還在於從股市中得到的回報太
少。在市場行情低迷的情況下，股民深感
「處處吃虧」。而稅費徵收「貧富不均」——
股市稅制應以資本所得稅(或稱資本利得稅)
為主體稅種，印花稅和紅利稅只是輔助性稅
種，即應對企業與機構多徵稅費，而對中小
投資者少徵稅費甚至不徵。但A股目前的狀
況正好相反。企業與機構坐收暴利，而中小
投資者慘被抽血，一如「活熊取膽」。

A股交易成本是美國39倍
據《壹財經》計算，如每年操作15次，用

100萬元人民幣在A股做滿倉交易，不賠不賺
情況下僅印花稅每年就要交9萬元。加上券
商佣金，交易成本大概15萬元。

而把這筆錢換成美元在美國股市做滿倉交
易，同樣情況，印花稅免交，券商佣金平均
每筆10美元，同時每筆交易還有萬分之二的
證券交易稅，年平均交易成本約為540美
元，約合3,843元人民幣。也就是說，目前A
股交易成本是美國39倍！

三項稅費最應砍掉紅利稅
A股目前面臨的三項主要稅費中，最該砍

掉的是紅利稅，但操作起來並不容易。
皮海洲認為，目前A股印花稅單邊收取

0.1%，下調它的利好不大；交易佣金現有浮
動，萬分之五至千分之三不等，萬分之五差
不多可能是底限，已有券商覺得這一塊不賺
錢而停掉業務，下調它空間可能不大。最該
下手砍的是紅利稅。
他說，上市公司分紅源於稅後利潤，個人

投資者、基金再按10%稅率繳納個人所得
稅，屬重複徵稅。法人、企業分紅無需納稅
又造成不同投資者之間稅負不均。中小投資
者分紅越多實際虧損越多，這完全扭曲了市
場價值投資理念，不砍掉實不合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莫豐齊 北京報道）最新統計顯示，A股10年來，投

資者繳納稅費遠高過投資收益與上市公司分紅。過去10年間，內地股指增長

漲幅幾乎為零，稅費成本又高，投資分紅又少，中小投資者感歎如遭「活熊

取膽」。

住建部：穗深未納入房地產稅試點50市菜價續漲 3月CPI或反彈
香港文匯報訊 據廣州日報報道，

上月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
為3.2%，持續兩年的負利率時代宣
告結束。但進入3月份，以蔬菜為代
表的食品價格「漲聲不斷」，廣州蔬
菜就連漲三周，且漲幅兇猛，有可能
促使CPI在3月份反彈。
持續的陰雨天氣已結束多日，往常

這時候葉菜價格都會回落。但昨日記
者在海珠區海軍四二一醫院旁的肉菜
市場發現，蔬菜價格依然很貴，連最
普通的水葉菜生菜也得3.5元/斤。
廣州市價格信息網的統計顯示，3

月份前三周，蔬菜價格「漲聲不
斷」，並愈演愈烈。3月份第四周的32
種主要蔬菜綜合零售均價目前尚未公
佈。根據江南果菜價格指數過去一星
期的走勢顯示，納入統計的127種蔬
菜，價格指數走勢呈「V」形，前期
下探之後，隨㠥冷空氣南下又掉頭回
升，菜價走高趨勢難改。

天氣是主因 油價是推手
廣州市物價局統計顯示，近期菜價

持續上漲受天氣因素影響較大。本地
持續低溫陰雨天氣，造成蔬菜育苗不

理想，成活率較低，葉菜生長速度緩
慢，容易爛掉；來自於雲南等地的葉
菜因持續乾旱供應量下降，導致價格
上漲明顯。原油上漲，運費增加也助
推了蔬菜價格。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3月中國

50個城市主要食品平均價格連續兩個
10日環比正增長，其中，蔬菜品類增
幅最大，簡單算術平均環比增幅在3
個百分點以上，僅大白菜增幅即達
13%。考慮食品在CPI指數中的大比
重，3月CPI環比或暫時結束負增長
局面。

《我們的三六巷》奪百萬文學獎

■過去10年間，內地股指漲幅幾乎為零，稅費成本又高，投資分紅又少，中小投資者感

歎被「活熊取膽」。圖為股民在證券交易所內關注大盤走勢。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