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识吧    gupiaozhishiba.com
 

买股票为什么成本更贵|股票成本为什么会提高-股识吧

一、为何我买股票的成本价会比购买时的价格高

现时股票帐户成本价格，是以“加权平均值”来计算你的持股成本，你低卖高买，
成本自然会增多。
最好办法就是要低买高卖，才能把成本降低，争取获利。
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您。
顺祝马年投资顺利！

二、为什么股票成本价比以前高了

现时股票帐户成本价格，是以“加权平均值”来计算你的持股成本，你低卖高买，
成本自然会增多。
最好办法就是要低买高卖，才能把成本降低，争取获利。
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您。
顺祝马年投资顺利！

三、为何我买股票的成本价会比购买时的价格高

买股票的成本价会比购买时的价格高：成本价包括买入价和股票交易手续费。
股票交易手续费简介：股票交易手续费就是指投资者在委托买卖证券时应支付的各
种税收和费用的总和。
通常包括印花税、佣金、过户费、其他费用等几个方面的内容。
1.印花税：成交金额的1‰ 。
目前由向双边征收改为向卖方单边征收。
投资者在买卖成交后支付给财税部门的税收。
上海股票及深圳股票均按实际成交金额的千分之一支付，此税收由券商代扣后由交
易所统一代缴。
债券与基金交易均免交此项税收。
2.证券监管费（俗称三费）：约为成交金额的0.2‰，实际还有尾数，一般省略为0.2
‰3.证券交易经手费：A股，按成交额双边收取0.087‰；
B股，按成交额双边收取0.0001%；
基金，按成交额双边收取0.00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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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证，按成交额双边收取0.0045%。
4.过户费（仅上海股票收取）：这是指股票成交后，更换户名所需支付的费用。
由于我国两家交易所不同的运作方式，上海股票采取的是”中央登记、统一托管“
，所以此费用只在投资者进行上海股票、基金交易中才支付此费用，深股交易时无
此费用。
此费用按成交股票面值（发行面值每股一元，等同于成交股数）的0.06%收取。
5.券商交易佣金：最高为成交金额的3‰，最低5元起，单笔交易佣金不满5元按5元
收取。

四、股票成本为什么会提高

你老这样买卖.证券公司高兴.100股手续费太高不划算.来回买卖手续费太高了.股票
买进加卖出都要收手续费. 买进加卖出佣金各为0.3%，上海小于或等于3‰
起点：5元 深圳小于或等于3‰ 起点：5元 印花税：3‰ 国家收的税金。
另外上海每1000股收取1元的过户费。
不足1元时收1元． 深圳不收过户费 例子.买入1000股10元的股票手续费的计算如下.
10元*1000股=10000元 10000元*印花税0.003=30元 10000元*佣金0.003=30元
小于或等于3‰ 起点：5元 1000股 过户费1‰（按股数计算，起点：1元）.
深圳不收过户费

五、为什么我买的股票成本价格总是高于我所购得成交价格呢？

成本价包含你买卖时的费用，你买入和卖出股票时都需要交纳费用的，比如有佣金
，过户费，印花税等，这些都是你买卖股票的成本

六、为什么网上股票交易买到股票成本价总比下单价格高呢？

因为要考虑手续费平摊到成本中买进费用：1.佣金0.2%-0.3%，根据证券公司决定，
但是拥挤最低收取标准是5元。
比如买了1000元股票，实际佣金应该是3元，但是不到5元都按照5元收取。
2.过户费（仅仅限于沪市）。
每一千股收取1元，就是说买卖一千股都要交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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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讯费。
上海，深圳本地交易收取1元，其他地区收取5元。
卖出费用：1.印花税0.1%
2.佣金0.2%-0.3%，根据证券公司决定，但是拥挤最低收取标准是5元。
比如买了1000元股票，实际佣金应该是3元，但是不到5元都按照5元收取。
3.过户费（仅仅限于沪市）。
每一千股收取1元，就是说买卖一千股都要交1元。
4.通讯费。
上海，深圳本地交易收取1元，其他地区收取5元。

七、为什么买了股票后系统显示的成本比实际成交的高一点？

因为证券公司要收交易费，买了股票后系统显示的成本比实际成交的高一点。
各证券公司交易费不同，从1‰到5‰的都有，资金多交易费费率可以和证券公司协
商。
祝你开开心心，事事如意！ (*^__^*) 不明白的再问哟，请及时采纳，多谢！

八、股票的买入成本为什么会增加？

是因为买入股票需要交纳一些费用，费用项目如下：1.印花税：成交金额的1‰ 。
2008年9月19日至今由向双边征收改为向出让方单边征收。
受让者不再缴纳印花税。
投资者在买卖成交后支付给财税部门的税收。
上海股票及深圳股票均按实际成交金额的千分之一支付，此税收由券商代扣后由交
易所统一代缴。
债券与基金交易均免交此项税收。
2.证管费：约为成交金额的0.002%收取3.证券交易经手费：A股，按成交金额的0.00
696%收取；
B股，按成交额双边收取0.0001%；
基金，按成交额双边收取0.00975%；
权证，按成交额双边收取0.0045%。
A股2、3项收费合计称为交易规费，合计收取成交金额的0.00896%，包含在券商交
易佣金中。
4.过户费（仅上海股票收取）：这是指股票成交后，更换户名所需支付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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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国两家交易所不同的运作方式，上海股票采取的是”中央登记、统一托管“
，所以此费用只在投资者进行上海股票、基金交易中才支付此费用，深股交易时无
此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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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情况下，券商对大资金量、交易量的客户会给予降低佣金率的优惠，因此，资
金量大、交易频繁的客户可自己去和证券部申请。
另外，券商还会依客户是采取电话交易、网上交易等提供不同的佣金率，一般来说
，网上交易收取的佣金较低。
另外，部分地方还收委托费。
这笔费用主要用于支付通讯等方面的开支，一般按笔计算（由证券公司营业部决定
收不收，证券公司多的地方，相互竞争，大多取消这项，比如大城市，证券公司少
的地方，营业部可能收你成交一笔收一元或五元，比如小城镇）。

九、为什么我买的股票成本价怎么高的
买入价和成本价差太远，求解

股票交易手续费包括：印花税千分之一（卖出收）；
券商佣金千分之二到三不等交易费（杂费、通讯费）每笔5元；
过户费0.001元/股（深市不收）；
这些都要计入你的交易成本的。
核算你的交易帐目： 1、600179买入成本显示是4.083元，计算委托价4.083/1.0097=4.
044元/股，那么你是按4.05下的委托单；
同理000036委托价是2.263/1.053=2.149元/股，你是按2.15元/股下的委托单；
2、卖出收入：2.8元卖出800股的收入是：2.8*0.996*800-5=2226.04元，相当于每股收
入是2.783元/股；
3、说明，由于不知道你的基本费用，我是按正常粗略计算的，600179你一次买入
的数量大，所以佣金、交易费、过户费分摊到每股成本就低些，000036只有100股
，分摊到每股的佣金、交易费就高些。
结论：由于交易的基本费用是固定的，买100股的话，基本费用沪市每股要分担股
价的0.003+0.06元，深市则是0.003+0.05元（无过户费），数量越大每股分摊的基本
费用就会越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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