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032016年4月4日 星期一2016年4月4日 星期一要闻·财经2021年9月8日 星期三
责编：聂传清 邱海峰 邮箱：hwbjjb@163.com

9月7日，国新办召开国务院政策例行吹
风会，介绍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有关情况。
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
局局长潘功胜介绍，截至 7 月末，普惠小微
贷款余额17.8万亿元，同比增长29.3%。支持
小微经营主体 3893 万户，同比增长 29.5%。
小微企业融资继续呈现“量增、面扩、价
降”的态势，企业融资便利性得到较大幅度
提升。下一步，将在已经出台的一些惠企政
策尤其是支持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政策基础
上，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金融服务能力提升

潘功胜介绍，今年以来，金融服务能力
持续提升，对中小微企业融资支持力度不断
加大，体现在五方面：

——货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截至 7 月
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302 万亿元，同比增
长10.7%。1-7月份，人民币贷款新增13.8万
亿元，比去年1-7月多增7582亿元。

——小微企业融资呈现“量增、面扩、
价降”的局面。7 月末，中小微企业法人贷
款余额 72.4万亿元，占全部企业贷款 65.7%，
其中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17.8万亿元，同比增
长29.3%。

——两项直达实体经济货币政策工具效
果明显。小微企业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工具和

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工具推出后，2020年
到今年 7 月末，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延
期还本付息贷款 12.5万亿元，其中支持中小
微企业延期还本付息 10.2 万亿元。去年 6 月
以来，普惠小微信用贷款累计发放 6.1 万亿
元 ， 占 同 期 累 计 发 放 的 普 惠 小 微 贷 款 的
29%，较两项政策实施前提升8个百分点。

——中小微企业融资便利性显著提升。
今年上半年，人民银行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
台共促成中小微企业融资 2 万笔、6291 亿

元，同比增长了40%和10%。
——重点行业和区域的支持力度不断加

大。建立了包含42万家受疫情影响的行业企
业和供应链核心企业名录库，累计推动发放
贷款7.1万亿元，带动就业超过3000万人。

降准效果逐步显现

今年二季度以来，原材料、物流成本持
续大幅上涨推高了企业经营成本，订单需求

不足等问题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部分小
微企业也面临一些新挑战。

针对这些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
师、新闻发言人田玉龙说：“我们发挥国务院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国
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两个
协调机制作用，会同各部门协同来解决，帮
助中小企业解决问题和困难。”

具体来看，进一步落实落细已出台政
策，完善跨部门政策信息发布平台，加强政
策解读和推送，使政策可见度、到达率不断
提高；研究加大支持力度，目前正在抓紧修
订出台《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调动地方
政府积极性，鼓励支持地方政府采取特色
的、个性化的政策予以扶持；加强对中小企
业监测和运行研判。

清理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拖欠民营企
业、中小企业账款专项行动成效显著。田
玉龙介绍，截至去年年底，已经累计清偿
政府部门和国有大型企业拖欠民营企业、
中小企业逾期欠款 8500 多亿元。同时法规
制度不断完善，为治理拖欠问题提供了坚
实的法治保障。

为缓解小微企业在资金链方面的困难，
央行7月份降准释放了1万亿元长期资金，有
效增加了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的长期资金
来源，引导金融机构积极运用降准资金，加
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中国人民银行货

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介绍，降准降低了金融
机构资金成本约 130 亿元，通过金融机构传
导促进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稳中有降，7 月份
降准效果逐步显现。

新增支小再贷款额度

金融领域将在哪些方面加大对中小微企
业的政策支持力度？

“新增 3000 亿元支小再贷款额度，在今
年剩余的 4 个月，也就是 9 月-12 月之内发
放。”潘功胜介绍，“人民银行提供商业银行
的再贷款利率是 2.25%，商业银行拿到这笔
贷款，它的发放对象主要是小微企业，发放
贷款的平均利率在 5.5%左右。同时，我们采
取‘先贷后借’模式，保障资金使用精准性
和直达性。”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实施稳健货币政
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货币供应量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
配。”潘功胜说，“在结构性货币政策方面，
将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政策支持，
比如说再贷款再贴现等工具的定向支持作
用，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进一
步使用。”

潘功胜表示，央行将继续发挥好财政、
工信、税收等部门以及地方政府的合力，进
一步提振市场需求，稳定大宗商品价格，降
低中小微企业经营成本。同时，推动强化贷
款风险分担补偿、信用信息共享机制建设，
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效率。

截至7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7.8万亿元，增长29.3%

进一步加大对中小微企业支持力度
本报记者 孔德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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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9月
7日电（记者王俊
岭） 7 日，在商务
部召开的专题新闻
发 布 会 上 ， 商 务
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
就商贸流通标准化专项试点有关情
况作了介绍。

商务部市场建设司司长周强表
示，商务部联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开展了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商贸流
通专项试点，目的是推动各地区、
各行业、各类市场主体在标准制
定、实施应用等方面开拓创新，推
出一批标准，树立一批标杆，总结
提炼一批可复制推广的成功经验。

据了解，试点通知印发以后，
各地积极响应，踊跃申报。本次试
点共有北京、河北、江苏等 30 个
地区报送了285份申报材料，涵盖
了农产品流通、商贸物流、批发零

售、居民服务业、跨境电商等 10
多个行业和领域。在专项审核的基
础上，经有关部门复核和社会公
示，最终确定了太原、青岛、兰
州、长沙等 15 个试点城市以及多
点生活 （中国） 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江苏苏宁物流有限公司、河南
大张实业有限公司、湖北安琪酵母
股份有限公司等94家试点企业。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
副司长徐长兴表示，在国家级服务
业标准化试点的框架下，支持开展
商贸流通专项试点，是“十四五”
完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的重要支
撑。与此前试点相比，专项试点更
加突出重点，聚焦商贸流通提质增

效、内外贸一体化两个大方向先行
先试；更加突出问题导向，比如推
动内外贸标准互联互通，支撑构建
新发展格局等，力争实现精准试
点、精准支撑，以标准化助力商贸
流通高质量发展。

在发布会上，河南省、青岛市
相关负责人就各自的试点情况进行
了具体介绍。

“青岛具有浓厚的商业氛围，
现代服务业产业基础雄厚，在商贸
流通标准化发展方面具有良好的基
础和优势。青岛现已基本形成‘19
处商业中心+60 条商业街+164 处
大中型商业设施+103 处商贸批发
市场+社区商业网点’的商业空间

载体，已建有 7000
多 家 便 民 连 锁 门
店，有 95 家高品质
星级酒店、22 个大
型商业综合体。”青

岛市常务副市长薛庆国表示。
周强表示，标准作为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技术支撑，在推动商务高
质量发展中发挥着基础、引领性作
用。截至目前，商务领域的标准共
有 860 项，其中国家标准 114 项，
行业标准 746 项，为加强行业管
理、促进流通业规范健康发展创造
了有利条件。下一步，商务部将围
绕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加强制度
建设、加强标委会建设、加强重点
领域标准制修订、加强标准清理整
合、加强标准的宣贯实施、加强国
际交流与合作，提升现代商贸流通
水平，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目标
任务。

商贸流通标准化专项试点正式启动

本报北京9月 7日电 （记者杜
海涛）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 8 个
月，我国进出口总值24.78万亿元人
民币，同比增长 23.7%，比 2019 年
同期增长 22.8%。其中，出口 13.56
万亿元，同比增长 23.2%，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23.8%；进口 11.22 万亿
元，同比增长 24.4%，比 2019 年同
期增长21.8%。

8 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 3.4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9%，环比增
长 5%，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26.1%。
其中，出口 1.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7%，环比增长 4.9%，比 2019 年
同 期 增 长 28.6% ； 进 口 1.53 万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23.1% ， 环 比 增 长
5.1%，比2019年同期增长23.1%。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表示，前 8
月我国外贸成绩的取得，得益于我国
经济持续稳定恢复、稳中向好。当前，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增加了世界
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在
此背景下，我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通畅、为世界
经济复苏作出了中国贡献。

前8月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长23.7%

本报北京9月 7日电 （记者徐
佩玉） 9月6日，2021年中国国际服
务贸易交易会首届质量认证促进国
际贸易论坛在京举办。

此次论坛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
委员会和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
员会共同主办，中国国际贸易促进
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和中国认证
认可协会共同承办，旨在推动国内
国 际 质 量 认 证 业 界 加 强 交 流 合
作，促进国际贸易的可持续、高
质量发展。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
唐军表示，中国质量认证将坚持

“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集约
化、规范化”的发展目标，进一步
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提高市

场准入便捷度；进一步做优做强质
量认证服务业，打造与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紧密衔接的质量认证服务
链；进一步提升国际合作互认水
平，促进国际贸易畅通便利。

目前，我国共有认证机构 869
家，累计颁发有效认证证书280余万
张，获证组织突破80万家，连续多
年位居全球第一。我国已加入21个
合格评定国际组织，对外签署了 15
份多边互认协议和124份双边合作安
排，与东盟、欧盟、美国、俄罗
斯、德国、日本、韩国、瑞士、沙
特等国家和经济体建立了固定合作
机制，为国内外企业提供国际化的
合格评定服务，国际贸易交往的便
利化程度显著提升。

质量认证促进国际贸易论坛举办

本报北京9月 7日电 （记者邱
海峰） 国家外汇管理局 7 日公布的
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8 月末，我国
外汇储备规模为 32321 亿美元，较 7
月末下降38亿美元，降幅为0.12%。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
言人王春英介绍，8 月，我国外汇市
场运行平稳，境内外汇供求基本平
衡。国际金融市场上，受新冠肺炎疫
情进展、主要国家财政和货币政策预
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小幅上涨，
主要国家债券价格有所下跌，全球股

市总体上涨。外汇储备以美元为计价
货币，非美元货币折算成美元后金额
减少，与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共同作
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

谈及今后外汇储备规模趋势，
王春英表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
仍在全球肆虐，外部环境错综复
杂，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性较大。但
我国持续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成果，经济保持稳定恢复
态势，发展质量继续提升，有利于
外汇储备规模保持总体稳定。

8月末外储规模为32321亿美元

本报北京 9 月 7 日电
（记者廖睿灵） 记者从 7 日
举办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首届国际粮食减
损大会将于9月9日至11日
在山东省济南市举办。此
次大会以“减少粮食损失浪
费，促进世界粮食安全”为
主题，采用“线下+线上”形
式召开，目的在于搭建二十
国集团成员、各区域国家
代表、国际组织等多方对
话平台，探讨国际粮食减
损挑战、合作、责任和治
理等重大议题。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马有祥介绍，目
前，粮食损失浪费现象在全球范围内仍普
遍存在。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 《2019
年粮食及农业状况》，全球在收获后到零售
前的供应链环节内损失的粮食约占总产量
的 14%。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粮食减损问
题更加突出。“在当前背景下，召开国际粮食
减损大会的主要考虑是‘节粮减损因为重要
所以需要重视，因为紧迫所以需要解决，因
为复杂所以需要合作’。”马有祥说。

据悉，此次大会涵盖现场观摩、主题
论坛等议程，确定了国家农作物品种展示
示范中心 （商河）、中央储备粮济南直属库
有限公司两处现场观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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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江苏苏州水
八仙生态文化园推广种植
芡实、茭白、莲藕、水
芹、慈菇、荸荠、芋艿和
菱角等“水八仙”，目前
种植面积近 3500 亩，既
保护了江南水乡优质传统
植物的品种，又美化了当
地生态环境。图为 9 月 7
日，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镇
的水乡女在苏州水八仙生
态文化园里采挖莲藕。

华雪根摄
（人民视觉）

近年来，江西省吉
安市峡江县大力开展普
惠金融业务，创新信贷
产品，推动解决小微企
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
题。近日，位于峡江县砚
溪镇的华源食品有限公
司获得当地金融机构推
出的“财源信贷通”300
万元贷款，新上了两条
生产线。图为工人在该
公司车间内忙碌。

陈福平摄
（人民视觉）

安徽省宣城市旌德
县白地镇由于耕地有限，
当地村民借着山势和水
源开垦出一块块分布均
匀、错落有致、大小不一
的梯田。高山梯田仍保留
着传统农耕的方式，通过
耕牛犁田、人工收割让田
地得到充分利用，形成生
态良性循环。图为 9 月 6
日，白地镇汪村村民在收
割高山水稻。

李晓红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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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11时01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高分五号02星发射升
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郑 斌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