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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4 日，中国人民银行举行新闻发布

会，介绍一季度金融统计数据和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等方面情况。一季度，我国金融总量

稳定增长，流动性合理充裕，信贷结构优化，

企业的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率不断提升。

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综合
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

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8.34 万亿元，同比多增

6636 亿元。

“一季度，人民银行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

实 体 经 济 的 资 金 支 持 ，保 持 流 动 性 合 理 充

裕。”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阮健弘介绍，

从一季度金融数据看，我国信贷结构持续优

化，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民银行充分发挥

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精准导向作用，强化对国

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

从信贷结构看，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持续

高增长。3 月末，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增

长 29.5%，比各项贷款的增速高 18.1 个百分

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增长

31.9%。工业中长期贷款增速较高。3 月末，

工业中长期贷款增长 20.7%，明显快于全部

产业的中长期贷款增速。出口相关行业中长

期贷款增速较快。3 月末，出口相关行业中

长期贷款增速 31.8%，比上月末回升了 0.6 个

百分点。

与此同时，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降低实体经济的经营成本。一季度，人民银

行持续完善中央银行政策利率体系，优化存

款利率监管，释放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的改革潜力，带动一年期 LPR 和五年期 LPR
分别下降 10 个基点和 5 个基点，推动降低企

业综合融资成本。今年 3 月，新发放的企业

贷款利率为 4.37%，比上年 12 月低 8 个基点。

“人民银行将继续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

制，通过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加

大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力度，增强信贷总量增

长的稳定性，预计未来信贷投放继续保持稳

定增长的态势。”阮健弘说。

在社会融资规模方面，据初步统计，一季

度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 12.06 万亿

元，比上年同期多 1.77 万亿元。

“这主要是金融体系稳妥应对经济发展

面临的新挑战，加大对实体经济资金支持的

结果。”阮健弘表示，从结构上来看，一季度金

融机构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

8.34 万亿元，同比多增 4258 亿元，对实体经

济的信贷支持增强。同时，企业直接融资保

持较快增长，一季度，企业债券净融资增加

1.31 万亿元，同比多增 4050 亿元，股票融资

2982 亿元，同比多增 515 亿元。

阮健弘表示，下一步，人民银行将适时灵

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更好发挥总量和

结构双重功能，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
环节的支持力度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

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

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的支持。今年的《政

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

导机制，引导资金更多流向重点领域和薄弱

环节，扩大普惠金融覆盖面。今年以来，人民

银行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政府工

作报告》要求，货币政策坚持稳字当头、稳中

求进，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政策发力适

当靠前，继续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

绿色发展、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的支持力度。

“今年以来，服务业等部分行业和小微企

业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正常生产经营面

临较大困难，人民银行精准发力、靠前发力，

引导金融机构持续加大信贷投放，全力支持

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和行业企业纾困解难。”

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邹澜介绍，截至 3
月末，我国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20.8 万亿元，同

比增长 24.6%，继续保持较高增速；支持小微

经营主体 5039 万户，同比增长 42.9%。

邹澜表示，下一步，人民银行还将继续扎

实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全力支持困难行

业和小微企业纾困发展，继续用好普惠小微

贷款支持工具、再贷款再贴现等政策，强化正

向激励，引导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合理

提供贷款展期或续贷的安排，积极挖掘新的

融资需求，扩大普惠小微贷款投放，提升信用

贷款和首贷户的比重。同时，进一步强化中

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力建设，督促商业银行

持续优化内部资源配置和政策安排，完善绩

效考核和尽职免责，强化金融科技赋能，加快

形成敢贷愿贷能贷会贷的长效机制。

“我们还将加强与财政、发改、工信等部

门以及地方政府的协调联动，推进信用信息

的共享应用，积极开展多层次、多领域、多形

式的政银企融资对接，更好发挥担保增信和

风险补偿作用，提高小微企业融资的覆盖面

和便利度。”邹澜说。

推动两项政策工具落地见效

4 月 6 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适时

灵活运用再贷款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更好

发挥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大对实体经济

的支持。

“当前，经济新的下行压力加大，对此既

要坚定信心，也要高度重视和积极应对这些

新挑战。”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表

示，人民银行将进一步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

特别是受疫情严重影响行业和中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支持力度，向实体经济合理让利，

降低综合融资成本。在总量上，保持流动性

合理充裕，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在

价格上，发挥 LPR 改革效能，推动降低企业

融资成本。在结构上，抓紧设立科技创新再

贷款和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用好普惠小微

贷款支持工具，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实施好

碳减排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

项再贷款。

据悉，为支持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融资，

更加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人民银行目前

正在按照精准滴灌、正向激励和市场化原则，

创设科技创新和普惠养老两项专项再贷款。

其中，科技创新再贷款工具支持企业范

围 包 括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专 精 特 新 ”中 小 企

业、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等科技企业，总

额度为 2000 亿元，利率 1.75%，采取“先贷后

借”的直达机制。金融机构向企业发放贷款

后，人民银行按季对符合要求的贷款期限 6
个月及以上的科技企业贷款本金的 60%提

供资金支持。

同时，人民银行将通过普惠养老专项再

贷款引导金融机构向普惠性养老机构提供优

惠贷款，降低养老机构融资成本，面向普通人

群增加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初期先选取浙江、

江苏、河南、河北、江西等 5 个省份开展试点，

试点额度为 400 亿元，利率为 1.75%。金融机

构按市场化原则向符合标准的普惠性养老机

构项目发放优惠利率贷款，贷款利率与同期

限、同档次 LPR 大致持平。专项再贷款采取

“先贷后借”的直达机制，按季发放，人民银行

对符合条件的贷款按贷款本金等额提供专项

再贷款资金支持。

“目前人民银行正在会同有关部门抓紧

落实上述两项专项再贷款，尽快推动两项政

策工具落地见效，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总量

和结构双重功能，更加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发

展。”孙国峰说。

一季度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8.34万亿元，同比增6636亿元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提升
本报记者 吴秋余

核心阅读

一季度，我国金融总量
稳定增长，金融服务实体经
济的质量和效率不断提
升。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发
挥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精准
导向作用，引导金融机构
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
节的支持力度，保持流动
性合理充裕，促进企业综
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有
力支持了实体经济发展。

本报北京 4 月 14 日电

（记者罗珊珊）14 日，记者从

商务部获悉：今年一季度，

我 国 吸 收 外 资 实 现 两 位 数

增 长 ，全 国 实 际 使 用 外 资

3798.7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

长 25.6%；按美元计为 590.9
亿美元，同比增长 31.7%，实

现了“开门稳”。

高 技 术 产 业 引 资 增 长

较 快 。 高 技 术 产 业 实 际 使

用外资 1328.3 亿元人民币，

同 比 增 长 52.9%。 其 中 ，高

技 术 制 造 业 增 长 35.7%，高

技术服务业增长 57.8%。

东 中 西 部 引 资 全 面 增

长。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

区 实 际 使 用 外 资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23.4%、60.7%和 21.9%。

全国有 21 个省（区、市）实际

使 用 外 资 实 现 了 两 位 数 以

上增长。

亮 眼 成 绩 单 折 射 外 资

坚 定 看 好 中 国 的 信 心 。 日

前 ，商 务 部 召 开 汽 车 产 业

链 外 资 企 业 座 谈 会 ，及 时

了 解 企 业 经 营 情 况 和 政 策

诉 求 。 与 会 外 资 企 业 高 度

认 可 中 国 营 商 环 境 和 市 场

潜力。

对 中 国 市 场 的 成 长 性

充满信心。有企业谈到，尽

管 2021 年 汽 车 产 业 面 临 一

系列挑战，中国汽车市场产

销 量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3.4%和

3.8%，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市

场表现突出，产销量都超过

350 万 辆 ，同 比 增 长 1.6 倍 。

与 会 企 业 普 遍 看 好 中 国 长

期 稳 定 发 展 的 经 济 前 景 和

市场潜力，表示将坚持把中

国 作 为 最 重 要 的 海 外 市 场

之一。

对中国扩大开放政策表示欢迎。多家企业认为，去年

中国推出了 2021 年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全面放开了汽车

制造领域外资股比限制，为外资车企在华发展提供了更为

广阔的空间，中国坚持开放的决心令人振奋。

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与会企业普

遍认为，中国正在加快实现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有利于在

华外资车企实施电动化战略，不少企业表示将继续在新能

源汽车制造和技术研发等方面加大在华投资力度。

商务部表示，将会同相关部门，继续与外资企业加强交

流，及时解决困难问题，为企业提供更好服务保障。开放的

中国大市场，必将为各国企业在华发展提供更多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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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全社会用电量增长5%
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5%

本报北京 4月 14日电 （记者丁怡婷）记者从国家能源

局获悉：3 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 694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5%。第一、二、三产业用电量增速分别为 12.3%、2.3%和

4%；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同比增长 8.8%。

1—3 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2042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24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2.6%；第二产业用电量 1321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第三

产业用电量 355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2%；城乡居民生活

用电量 341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1.8%。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有关负责人介绍，分地区看，1—3
月 ，东 、中 、西 部 和 东 北 地 区 全 社 会 用 电 量 增 速 分 别 为

4.8%、9.1%、3.1%和 3.6%。全社会用电量增速前 5 位的省份

分 别 为 西 藏（21.2%）、江 西（12.7%）、安 徽（11.7%）、湖 北

（11.5%）、海南（10.5%）。

1—3 月，全国制造业用电量 968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 2033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5%；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 1230 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 2.9%。

超290万件展品将亮相第131届广交会
本报广州 4月 14日电 （记者李刚）记者从第 131 届广

交会开幕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 131 届广交会将于 4 月 15
日—24 日在网上举办，展期 10 天。本届广交会的境内外参

展企业约 2.55 万家，按十六大类商品设置 50 个展区；截至

目前，企业上传展品超 290 万件，其中新品超 90 万件、绿色

低碳展品超 48 万件，均创历史新高。

广交会新闻发言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徐兵介绍，

本届广交会将全面提升数字化水平、贸易对接功能，创新活动

和服务，打造综合贸易服务平台。展会包括线上展示平台、供

采对接服务、跨境电商专区 3部分，增设了“专精特新”、高新技

术、中华老字号等企业标识和绿色低碳、智能产品等产品标识；

还增设了“广交会新品首发”等栏目，提供 24小时智能客服，平

台更稳定、功能更完善、对接更便利、服务更贴心、保障更有力。

近日，海南环岛旅游公路琼海段主线和

支线的所有路面完成摊铺，已具备试通车条

件，成为全线首个新建成通车路段。

环岛旅游公路是海南自贸港先导性重大基

础设施项目，也是海南打造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的标志性项目。“过去全省公路建设一年投资大

概 100多亿元，去年只用了 80天时间，环岛旅游

公路就完成投资 60亿元。”海南省交通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这是海南交通投融

资改革的试点之一，突破了单纯依赖财政投入

搞建设的模式，引进了一系列社会融资。

海南省国资委主任马咏华介绍，除环岛

旅游公路之外，由省国资委牵线引进、相关省

属企业参股的具有战略性意义的洋浦海上风

电、上海浦科半导体和通航飞机制造等重大

项目均取得了重要进展。

近两年来，海南省委、省政府以实施国企

改革三年行动为抓手，打出政策组合拳，国资

国企改革全面发力，省属国资国企资产规模

连续跨过 2000 亿元、3000 亿元两个台阶。截

至去年底，省国资委重点监管企业资产总额

达 3117.5 亿元，同比增长 49.6%。此外，大企

业培育成效初显，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资产规模达 1713 亿元，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资产规模达 861.72 亿元。

在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企业深入

推进制度创新，取得离岛免税经营资质不到

一年半，已冲上了岛内免税品销售额第二名，

正推动品牌、品种、价格和国际“三同步”，将

吸引更多消费回流。

在 海 南 天 然 橡 胶 产 业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企业聚焦天然橡胶主业，理顺种植、加工、

贸易端的关系。“往常一年约有 4 个月停割期，

加工厂要停工停产，现在我们探索停割期不

停工、少停工，已经有 1.5—2 个月可以正常生

产，加工厂职工增收 34%，胶工增收 16%，还带

动了胶园周边的近万名农民增收。”集团总经

理姜宏涛说。

马咏华说，随着国企改革专项行动走深

走实，省属国企正不断对标一流。去年，海汽

集团进入国资委国有重点企业管理标杆创建

名单，金垦赛博的改革经验被列入国资委改

革创新案例集。

据介绍，去年海南地方国有企业实现营

收 760 亿元、利润总额 49.6 亿元，同比分别增

长 28.4%、62.4%。省国资委重点监管企业实

现营收 602.3 亿元、利润总额 31.8 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 32.4%、27.2%。

海南省属国企推动改革走深走实

以创新激活发展动力
本报记者 周亚军

国内首个跨境数据托管服务平台投用
本报北京 4月 14日电 （记者贺勇）由北京国际大数据

交易所研发的北京数据托管服务平台日前正式投入使用，

成为国内首个可支持企业数据跨境流通的数据托管服务平

台。北京将以此平台为依托，不断拓展数据跨境服务试点

范围，积极探索规范的跨境数据流动路径。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要求，为了规范数据出境活动，数据

处理者向境外提供在境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重要数据及

个人信息时，应当依照有关规定进行安全评估。北京市在关

于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实施方案中提出，要建

立安全和发展并重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通过国际大数据交

易所充分验证国际数据安全交易的技术与监管规则。

近日，在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清晨的沱江笼罩在一片浓雾中。在一旁的渝昆高铁沱江特大桥 40 号主墩顶端，早起的工人们开始了一天

的忙碌，从空中望去，宛若置身于云端上的工地。沱江特大桥是渝昆高铁重点控制性工程之一，全长 2613 米。

杨尚威摄（影像中国）
云端上的工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