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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年 安 排 贷 款 不 低 于

4000 亿 元 支 持 全 面 推 进 乡

村振兴、积极支持“十四五”

规 划 纲 要 102 项 重 大 工 程

……近期，国家开发银行多

措并举、持续发力，不断提升

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开发性金融是以服务国

家战略为宗旨，依托国家信

用，以中长期投融资和市场化

方式支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

目标的金融形态。从全球来

看，开发性金融机构在促进各

国及区域间的市场稳定和经

济增长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我国开发性金

融作用日益凸显，成为推动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力量。一方面，信贷总量不

断增长，加大了服务跨周期

和逆周期调节的能力，推动

扩内需、稳增长。2021 年，国

家开发银行发放本外币贷款

2.99 万亿元，人民币贷款余

额 新 增 6500 亿 元 。 另 一 方

面，信贷结构不断优化，瞄准

国家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

节，不断加大对小微企业、科

技创新、绿色发展、保障民生

等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助

力补短板、稳投资。今年前

两个月，国家开发银行已发

放战略性新兴产业及先进制

造业贷款 625亿元、科技创新

和基础研究专项贷款 157 亿

元、绿色产业贷款 1032亿元。

开 发 性 金 融 不 断 加 大

对实体经济支持的同时，也

推 动 了 政 府 和 市 场 之 间 的

互 动 协 同 。 区 别 于 财 政 融

资和商业金融模式，开发性金融一方面将国家信用运

用于市场，打通不成熟市场领域的融资瓶颈；另一方面

发挥杠杆效应，引导撬动商业性金融进入和支持相关

领域。近年来，我国开发性金融机构积极进入一些有

良 好 市 场 前 景 的 投 融 资 领 域 ，逐 步 培 育 市 场 、建 设 信

用，探索银政合作，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

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发挥好政策性、开

发性金融作用。当前，全球疫情仍在持续，我国经济发

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开发

性金融要在平抑经济周期性波动、优化投资结构、服务

实体经济发展、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发挥更

大更重要的作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

合理增长。

更好发挥开发性金融作用，要继续当好服务国家战

略的坚实后盾。开发性金融要发挥连接政府和市场的优

势，紧紧围绕国家战略，聚焦科技自立自强、绿色低碳循

环发展、区域协调发展、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重点领域，

更好助力中国经济夯实基础、补齐短板、转型升级。

更好发挥开发性金融作用，要当好支持新兴领域的

融资先导。从重大水利工程到数字产业园区，开发性金

融不断创新，在一个个新领域突破融资瓶颈。如今新技

术新产业新业态层出不穷，更多新的投资领域有待开垦，

比如新基建、智慧农业等，这些新投资领域在建设内容、

盈利模式、项目风险等方面与传统项目有诸多不同。开

发性金融应当进一步发挥行业研究能力强、与政府部门

沟通合作多的优势，构造新的融资模式、运营模式，为其

他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源探索新路。

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宏观政策要稳健有

效，政策发力适当靠前。期待开发性金融能够在适度超前

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带动扩大有效投资中发挥更大作用，

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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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性金融要在平
抑经济周期性波动、优
化投资结构、服务实体
经济发展、提高社会资
源配置效率等方面发挥
更大更重要的作用，推
动经济实现质的稳步提
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缺少担保、抵押物不足，是很多小微企

业在贷款时面临的难题。近年来，金融监管

部门和金融机构努力创新服务模式，针对小

微企业融资中的担保短板，有针对性地推出

金融产品和服务，让更多小微企业轻松得到

金融支持。

创新服务，专项产品助力
小微企业发展

优美的音乐剧《猫》《天鹅湖》，为观众带

来高雅的艺术享受；精彩的舞台剧《熊出没》

《超 级 飞 侠》，给 小 朋 友 们 带 来 欢 乐 的 童 年

……一场场精彩演出，来自北京春和景明公

司精心安排。然而，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去年公司演出排档锐减 90%，运营陷入了困

难，面临现金流紧缺难题。

“疫情防控期间，现金流是我们公司最大

的困难，多部优秀作品的创作与市场推广都遇

到资金障碍。”春和景明公司总经理邹勇和告

诉记者，作为一家从事文化产业的小微企业，

公司缺少可抵押的资产，也从未在银行有过信

贷记录，很多金融机构都无法对公司授信。

关键时刻，一款名为“文创普惠贷”的专

项担保产品帮公司解了围。这款由北京再担

保公司旗下国华担保推出的金融创新产品，

专门为解决初创期文创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而设计，以纯信用方式为文创企业提供担保

支持。有了国华担保的创新支持，北京银行

金海国际支行迅速为春和景明公司发放了

200 万元贷款。

数据显示，2020 年以来，国华担保已累

计为 935 家文化类小微企业提供担保支持，

累计融资 23.6 亿元。

“作为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我们充分发

挥政策导向作用，通过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合

作，将金融活水引向小微企业。”北京再担保

公司总经理、国华担保董事长俞静介绍，国华

担保作为全国首家文创专营担保机构，积极

探索担保产品新模式，在文化领域先后推出

“文创普惠贷”“完片担保贷”“影视行业应收

账款贴现业务”等众多专项产品，着力破解小

微企业融资中的痛点、难点。

多方联动，合力破解融资
难融资贵

“公司近期与客户签订了一笔低压配电

柜采购合同，需要垫付一定比例的资金，真没

想到信用保证保险能这么快就帮助我们解了

燃眉之急。”看见靖江农商行 400 万元贷款资

金到账，江苏苏中开关厂有限公司董事长刘

正南喜出望外。

400 万元贷款顺利到账的背后，是多方

合力的结果。针对众多小微企业既缺乏抵押

担保措施，也无法向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措

施导致的融资难问题，江苏泰州银保监分局

积极推动地方政府注册成立泰小微融资担保

公司，引入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投资入股，与保

险公司、担保公司、再担保公司等机构合作，

创新推出“贷款+保险+基金”“贷款+担保+
基金”等普惠信用融资“泰信保”模式，支持银

行、保险、担保机构与政府信用担保基金共同

分担业务风险。目前，“泰信保”模式累计发

放贷款 73.45 亿元，惠及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

1652 户。

不仅解决融资难，还要努力降成本。在

政府部门支持引导下，“泰信保”业务年化担

保（保险）费率降至 0.8%以内，对“专精特新”

“科技小巨人”等重点支持企业减免担保（保

险）费。“既方便又实惠，这种融资模式做到了

小微企业心坎里。”刘正南说。

泰州银保监分局副局长刘维民表示，缓

解融资难融资贵需要发挥地方政府、监管部

门、金融机构“几家抬”的合力，泰州银保监分

局将加强政策联动、银保联动和监管联动，积

极引导银行机构倾斜信贷资源，推动小微企

业首贷、信用贷款持续增长。

担保助力，小微企业融资更轻松
本报记者 吴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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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实体经济

的血脉。透视银行资金流向，可以感受我国

经济脉动。近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

银行、建设银行等大型商业银行公布了 2021
年经营业绩。过去一年，大型商业银行在信

贷投放上有哪些特点？今年如何继续加大

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记者进行了采访。

贷款投放力度大，减
费让利效果实

在重庆市铜梁区的一处自动化生产车

间内，一件件汽车配件制品顺着流水线被运

出、分装、打包……得益于便捷高效的融资

方案，重庆会通科技有限公司有了充足的资

金添置设备，还对生产线进行了扩建，保证

订单按时交付。

“为满足企业和供应商之间提款次数多、

单笔金额小的用款需求，银行及时提供了

5000万元授信额度，企业可以随借随还，非常

方便。”交通银行重庆璧山支行行长李静说。

今天的信贷投放，关系着明天的经济发

展。2021 年，工行境内人民币贷款新增 2.12
万亿元；农行新增贷款 2 万亿元，创历史新

高；建行发放贷款和垫款较上年增加 1.94 万

亿元……大型商业银行贷款投放力度持续

加大，“头雁”效应得到较好发挥。

近年来，银行业落实向实体经济减费让

利措施，积极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中国工

商银行行长廖林说：“一是降利率，工行新发

放公司贷款和普惠贷款平均利率在上年下

降的基础上，去年进一步下降 15 个和 18 个

基点。二是减费用，目前工行的免费服务项

目已由 109 项增至 149 项，并主动对经营困

难的小微企业免除、下调服务收费。三是延

本息，继续为符合条件的企业办理贷款延本

延息，帮助其减轻财务负担。”

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张青松表示，当前

部分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的经营面临一定困难，农行有责任也有能

力施以援手，在有效服务实体经济、严格落

实国家减费让利措施的基础上，实现自身

的商业可持续发展。

在营业收入等经营指标上，多家大型商

业银行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2021 年，工行

营业收入超过 8600 亿元，实现净利润 3500
多亿元；建行营业收入突破 8200 亿元，实现

净利润 3039.28 亿元。农行和中行营业收入

分别超过 7100 亿元和 6000 亿元，邮储银行

净利润较上年增长近 19%。

对于营业收入的增长，中国银行行长刘

金表示，去年中行加大信贷投放，助力市场

主体降低综合融资成本，积极支持实体经济

发展。同时实施“量价双优”策略，控制负债

成本增长，有效遏制了净息差下降的势头。

去年下半年以来，净息差保持稳定，有力支

持了营业收入的稳步增长。

此外，在资产规模和质量上，截至 2021
年末，工行和建行的资产总额均超过 30 万

亿元，多家大型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较上

年出现下降，资产质量整体向好。

更多金融资源流向
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过去一年，大型商业银行全力支持实体

经济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精准滴灌制造

业、科技创新、普惠小微、乡村振兴、绿色发

展等领域。

——普惠小微贷款实现“量增”“面扩”

“价降”。

“500 万元贷款到账了，不仅利率低，使

用方式还很灵活。”去年 12 月，科技型小微

企业湖南长沙雅高彩印公司成为建行长沙

天心支行首笔“善新贷”的受益者。

近年来，小微企业是银行服务的重点之

一。2021 年末，农行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较上

年末增加近 3700 亿元，增速连续 3 年超过

30%；建行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利率平均为

4.16%，比上年末下降了 20 个基点；邮储银行

服务超过 171 万户普惠小微客户。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去年

以来，人民银行引导商业银行加快推进“敢

贷、愿贷、能贷、会贷”长效机制建设，深入开

展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大

型商业银行普惠小微贷款“量增”“面扩”“价

降”，有利于稳企业保就业，助力小微企业持

续健康发展。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力服务

乡村振兴。

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大有可为。以农行

为例，2021 年，农行出台粮食安全、乡村产

业、乡村建设等专项行动方案，创新“三农”

金融产品服务模式。截至 2021 年末，农行县

域贷款余额 6.2 万亿元，全年新增 9130 亿元，

增速为 17.2%，余额占全行贷款比例达 36%，

增量、增速、余额占比均创近十年新高。

在金融科技方面，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

徐守本表示，工行推出线上服务平台工银

“兴农通”APP，为县域乡村客户提供民生、

村务、交易撮合等服务；推出“数字乡村”综

合服务平台赋能乡村治理，目前已覆盖全国

770 个县、10 万个村集体。

——积极探索绿色金融新产品、新服务

和新举措。

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末，我

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 15.9 万亿元，同比增

长 33%，存量规模居全球第一。目前，我国

已初步形成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绿色保险、

绿色基金、碳金融产品等多层次绿色金融产

品和市场体系。

提亮绿色金融“成色”。中国建设银行副

行长纪志宏介绍，建行积极探索绿色金融的

新产品、新服务和新举措，加大清洁能源、节

能环保等符合碳减排支持工具范围的贷款投

放，去年绿色贷款新增 5155 亿元。中国银行

风险总监刘坚东表示，“十四五”期间，计划对

绿色产业提供不少于 1 万亿元的资金支持，

实现绿色信贷余额和占比逐年上升。

货币政策靠前发力，
传递稳增长、稳预期积极
信号

3 月 17 日 ，农 行 重 庆 分 行 向 中 一 种 业

有限公司发放了 300 万元贷款。与普通贷

款不同，这笔贷款是公司质押植物新品种

权 获 得 的 。 这 是 农 行 重 庆 分 行 创 新 推 出

的种业知识产权专项信贷产品，在全国尚

属首例。

“企业会将贷款用于农作物新品种的

培育和创新，培育油菜超高含油品种，功能

性水稻、特种稻以及高产优质稻品种等，增

强核心竞争力。”中一种业公司负责人钟世

良说。

大型商业银行发布的一系列数据，反映

出货币政策靠前发力、金融“滋养”实体经济

的成效，传递出稳增长、稳预期的积极信号。

“去年四季度交行就开始落实今年贷款

项目的储备工作。”交通银行副行长郭莽说，今

年以来交行人民币贷款保持较快增长，截至 2
月末，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超过 4%，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清洁能源贷款余额增长 14%左右。

中行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 2月末，中行制

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增长接近 7%，京津冀、长

三角、大湾区等区域新增贷款占比超过 70%。

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 2022 年第一

季度例会指出，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强化

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加大稳健的货币政策

实施力度，增强前瞻性、精准性、自主性，发

挥好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

主动应对，提振信心，为实体经济提供更有

力支持，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当前，大型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应继续

主动发力、精准发力，加大对实体经济尤其是

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和企业的支持力度，

稳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资金链，促进

其生产经营加快恢复。”董希淼说。

多家大型商业银行的有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将继续保持新增贷款适度增长，为

稳定宏观经济大盘营造适宜的

金融环境。纪志宏表示，

建行将精准对接国

家 重 大 项

目，做

好“ 两

新 一 重 ”领

域的信贷投放，支

持好适度超前开展的基

础设施投资。保持房地产贷

款平稳有序投放，更好满足购房者

合理的住房需求。

“按照靠前发力、协同发力、精准发力的

总体思路，今年将推动投融资在增量上适度

增长、总量上结构优化、存量上结构调整。”

廖林表示，工行将用好数字化手段，更好满

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以及新市民的需求，不断提升服务覆盖

率、可得性和满意度。

数据来源：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

从银行年报看稳健的货币政策效能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实体经济
本报记者 葛孟超 朱 隽 欧阳洁 吴秋余

■财经眼R

本报电 近日，在年初已陆续出台 105 条便民办税缴费

措施的基础上，国家税务总局落实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

策，再推出 16 条便民办税缴费新措施，升级形成 2022 年“我

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暨便民办税春风行动 2.0 版”，新推出

深入分析 2022 年纳税人缴费人需求调查结果、严格落实涉税

涉费诉求和意见快速响应机制、在税务部门网站上线“组合

式税费支持政策”专题等措施。“春风行动 2.0 版”在原有五大

类 20 项的框架下进行整合梳理，形成共计 121 条便民办税缴

费措施，将有力促进服务更精细、监管更精准、执法更优化、

共治更协同，进一步提升纳税人缴费人的体验感、获得感。

（王 观）

税务总局升级便民办税“春风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