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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国家支持持股票超一年免税~新政策持股一年以上
免征个人所得股息同利税吗-股识吧

一、持股超1年免税指股民吗

减税政策涵盖所有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所有股民）。

二、散户持有一年以上的股票卖出要交税吗？

股票交易手续费是进行股票交易时所支付的手续费。
包括：1、印花税：成交金额的1‰
，投资者在买卖成交后支付给财税部门的税收；
2、证管费：成交金额的0.002%双向收取；
3、证券交易经手费：A股，按成交金额的0.00487%双向收取；
B股，按成交额0.00487%双向收取；
基金，上海证券交易所按成交额双边收取0.0045%，深圳证券交易所按成交额0.0048
7%双向收取；
权证，按成交额0.0045%双向收取。
A股2、3项收费合计称为交易规费，合计收取成交金额的0.00687%，包含在券商交
易佣金中；
4、过户费：是指股票成交后，更换户名所需支付的费用。
从2021年8月1日起已经更改为上海和深圳都进行收取，此费用按成交金额的0.02‰
收取；
5、券商交易佣金：最高不超过成交金额的3‰，最低5元起，单笔交易佣金不满5元
按5元收取。
温馨提示：1、以上内容仅供参考，不作任何建议。
具体费用请咨询您的证券公司，我行不承担产品的投资、兑付和风险管理等责任；
2、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您在做任何投资之前，应确保自己完全明白该产品的投资性质和所涉及的风险，详
细了解和谨慎评估产品后，再自身判断是否参与交易。
应答时间：2021-03-12，最新业务变化请以平安银行官网公布为准。
[平安银行我知道]想要知道更多？快来看“平安银行我知道”吧~
https://b.pingan.com.cn/paim/iknow/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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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在的政策是股票持有一年分红都免税吗？

你好，这个是不行的。
总持股中各部分各自按照买入后持有年限，确定红利税率。

四、国家为什么要实行即征即退的税收政策,而不直接实行免税
？

即征即退是一种免税方式，直接免税也是一种方式，但是两者之间的结果是不同的
。
如增值税的免税，前者仍需缴纳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而后者是不需要缴纳的。

五、新政策持股一年以上免征个人所得股息同利税吗

新政策持股一年以上免征个人所得股息同利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确认消息，目
前国家也没有进一步的正式政策出台，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这个政策未来应该会
实施，毕竟现在股票市场比较低迷，建议可以随时看中国证券官网，有消息那里会
及时公布。
股票市场持股一年的好处是：第一、促进长期投资的氛围。
第二、加强股票市场长期稳定。
第三、提高投资者积极性，引导长期投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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