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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日前召开的
2022年第一季度例会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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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随着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晒出年度经
营报告，一张金融业大力支持实体经济的“成绩
单”愈加清晰。

畅通企业融资渠道

如何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金融机构的
必答题。

中国工商银行年报显示，2021年，该行境内
人民币贷款新增 2.12 万亿元，同比多增 2433 亿
元，增量创同期新高；投向制造业贷款余额突破
2 万亿元，比上年增加 3197 亿元；在国家重点支
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贷款余额突破1万亿元。

交通银行大力支持实体企业，截至 2021 年
底，交通银行境内制造业贷款余额较上年末增长
16.16%；战略性新兴产业、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分
别较上年末增长 90.90%、49.23%；绿色信贷余额
较上年末增长31.37%。

在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
核心区，邮储银行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
加大“两新一重”、先进制造业、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等重点领域的资源投入。截至 2021 年
末，邮储银行公司贷款余额 2.25万亿元，较上年
末增长 13.96%；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增长 42.72%；
服务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过 1000
家；民营企业贷款新发放占比提高4.70个百分点。

邮储银行行长刘建军表示，在信贷投向上
要大力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在零售信贷领
域，主要围绕三农、涉农、普惠小微贷款加大
信贷投放力度。同时，邮储银行也会向信用卡、
消费贷等领域增加投放，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
动作用。

积极防范化解风险

随着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中国
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
重压力。如何防范和化解风险，对金融业提出了
更高要求。

在中国银保监会 3月 31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
布会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张
卫东表示：“党的十九大以来，我们累计收购金融
不良资产本息7400多亿元，公开批量转让市场份
额占比超过 30%，持续保持行业领先。到去年
底，我们累计开展市场化债转股业务 260 亿元，
并将债转股业务拓展向各类企业。”

中国再保险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庄
乾志介绍，中国“一带一路”再保险共同体自去
年成立之后，已有23家保险公司加入，共同为中
国企业相关项目提供保险服务。一年多时间，共
同体保障的境外项目总规模超过 160 亿元，有效
防范和化解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境外风险。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复，交易所等相关单
位也积极行动，助力企业应对风险。3 月 26 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通知，宣布免收沪市存量及
增量上市公司2022年上市初费和上市年费、增量
上市公司2022年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服务费、2022
年度 CA 证书服务费等多项费用，同时减免和调
降数据中心专线及机柜费。上海证券交易所就进
一步保障市场运行提出了30项具体措施，为广大
实体企业减轻负担。

服务重大发展战略

立足国家发展大局，服务社会进步所需，成
为越来越多金融机构工作的重点和亮点。

交通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该行在长
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区域贷款余额较
上年末增长 15.30%。从中国农业银行的年报来看，
2021 年，该行积极响应国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充分发挥服务乡村振兴领军银行作用。截至
2021年末，中国农业银行县域贷款余额6.2万亿元，
新增 9130 亿元，增速 17.2%，余额占全行贷款比例
达36%。增量、增速、余额占比均创近10年来新高。

中国人寿保险 （集团） 公司发布的最新信息
显示，截至2021年末，中国人寿服务雄安新区投
资存量规模近 280 亿元。在此过程中，中国人寿
财险公司积极对接参与雄安新区建设的企业，服
务数十个大型项目，为雄安新区建设提供多样风
险保障。截至目前，该公司为雄安新区安置房提
供风险保障超 200 亿元，参与雄安新区内数十家
企事业单位工程险项目的投标工作，累计提供风
险保障近800亿元。

如何用绿色金融助力碳达峰、碳中和？邮储
银行年报显示，截至2021年末，邮储银行绿色贷
款余额3722.94亿元，较上年末增长32.52%，超过
上年度 30.20%的增速。中信证券董事会秘书王俊
锋表示，去年中信证券与有关单位联合推出“中
债中信证券ESG优选信用债指数”，并同步推出挂
钩该指数的收益凭证产品，有效带动了更多社会
资本参与绿色发展。“下一步，公司将继续推动发
行绿色债券、绿色投资等业务，以资本配置助力
产业结构调整。”

支持实体经济，金融业晒出成绩单
本报记者 王俊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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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4月1日电（记者廖睿
灵） 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的 《2022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指导意见》） 提出，全国能源生产
总量达到 44.1 亿吨标准煤左右，原
油 产 量 2 亿 吨 左 右 ， 天 然 气 产 量
2140 亿立方米左右。保障电力充足
供应，电力装机达到 26 亿千瓦左
右，发电量达到 9.07 万亿千瓦时左
右，新增顶峰发电能力 8000 万千瓦
以上，“西电东送”输电能力达到
2.9亿千瓦左右。

《指导意见》提出，以保障能源
安全稳定供应为首要任务，着力增
强国内能源生产保障能力，切实把
能源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

一方面，加强煤炭煤电兜底保
障能力。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
副理事长杨昆表示，当前国内煤电
装 机 容 量 占 比 虽 然 下 降 至 50% 以
下，但占总发电量的比重在 60%左
右，仍然是全国电力供应的主要电
源。《指导意见》提出，科学规划建
设先进煤电机组，按需安排一定规
模保障电力供应安全的支撑性电源
和促进新能源消纳的调节性电源，
保持装机合理余量，新建项目要严

格执行煤耗等最新技术标准。此
外，今年要在保障电力稳定供应、
满足电力需求的前提下，积极推进
煤电机组节能降耗改造、供热改造
和灵活性改造“三改联动”。

另一方面，持续提升油气勘探
开发力度。《指导意见》明确，落实

“十四五”规划及油气勘探开发实施
方案，压实年度勘探开发投资、工

作量，加快油气先进开采技术开发
应用，巩固增储上产良好势头，坚
决完成 2022 年原油产量重回 2 亿
吨、天然气产量持续稳步上产的既
定目标。

与此同时，加快能源绿色低碳
转型。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十四五”是碳达峰的关键期、
窗口期，能源绿色低碳发展是关

键。《指导意见》要求，稳步推进能
源结构转型。煤炭消费比重稳步下
降，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
重提高到17.3%左右，新增电能替代
电量 1800 亿千瓦时左右，风电、光
伏发电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
重达到12.2%左右。在发展风电光伏
方面，因地制宜组织开展“千乡万
村驭风行动”和“千家万户沐光行
动”。充分利用油气矿区、工矿场
区、工业园区的土地、屋顶资源开
发分布式风电、光伏。同时，有序
推进水电核电重大工程建设，积极
发展新能源产业新模式。

今年全国能源产量达44.1亿吨标准煤左右

近期，湖南省邵
阳市洞口农商银行通
过调整信贷方式、延
长授信期限等措施，
帮助辖区中小微企业
解决因疫情引起的短
期资金周转困难。目
前已为企业生产提供
信贷资金 2.6 亿余元，
助推县域经济平稳运
行。图为 3 月 31 日，洞
口县经开区一家公司
员工在生产足球。

滕治中摄
（人民视觉）

江西省丰城市银行业牢牢把握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要求，把更多金融“活水”引向中小微企业和
“三农”领域，支持中小微企业和农业合作社等发展。图为日前，丰城市秀市镇龙山村一家合作社负责
人向九江银行丰城支行的工作人员介绍早稻育秧情况。 周 亮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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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领域，支持中小微企业和农业合作社等发展。图为日前，丰城市秀市镇龙山村一家合作社负责
人向九江银行丰城支行的工作人员介绍早稻育秧情况。 周 亮摄 （人民视觉）

▶安徽省宿州市大力发展
光伏及风电绿色能源产业，挖
掘资源优势，延伸产业链条，带
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图为在
宿州市埇桥区曹村镇，山边数百
亩油菜花盛开，与光伏板、风机
相互映衬。

苗 地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4月 1日电 （记者汪
文正） 为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财政部、税务总局日前发布《关于对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的
公告》，明确自 2022 年 4 月 1 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对小规模纳税人
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免
征增值税；对适用 3%预征率的预缴
增值税项目，暂停预缴增值税。

税务总局货物和劳务税司副司
长刘运毛介绍，中国持续加大对小
微企业税收支持力度，2013 年在此
前仅对小规模纳税人中个体工商
户适用起征点政策的基础上，扩
大政策适用范围，对月销售额 2 万
元以下的所有小规模纳税人，均免
征增值税；2014 年、2019 年和 2021
年，结合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

需要，先后将增值税起征点提高至
月销售额 3 万元、10 万元和 15 万
元；2020 年疫情发生以来至今年 3
月底，实施 3%征收率减按 1%征收
政策。

据介绍，目前全国共有小规模
纳税人超过6000万户，此次新的小
规模纳税人阶段性免征增值税政策
出台后，叠加现有的起征点等增值
税优惠措施，几乎覆盖所有小规模
纳税人。对于此前月销售额在15万
元以上、超过起征点不能享受免税
政策的小规模纳税人，今年也可以
享受免税。税务部门将进一步细化
政策解读，帮助纳税人准确理解政
策内涵、明晰操作口径，并持续优
化办税流程、提升服务质效，确保
政策落实落地。

4月1日起

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

本报北京4月 1日电 （记者孔
德晨） 记者近日从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获悉，为加快提升“互联网+政
务服务”水平，提高证书发放效
率，便于用户数据管理和查询证书
信息有效性，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正
式启用电子“国家标准物质定级证
书”，并于3月25日在标准物质定级
鉴定系统中出具了第一份电子“国
家标准物质定级证书”。

电子证书是加盖了经数字权威
机构认证的电子印章的证书，可验
证、可追溯，与原纸质证书具有同

等法律效力。电子证书的推行和使
用可实现申请审批网络化、证书管
理数字化、真伪辨别便捷化，进一
步优化行政审批服务，方便用户申
请和公众查询，能够推进国家标准
物质科学化、规范化管理。

获得电子“国家标准物质定级证
书”的用户可以登录“中国电子质量
监督公共服务门户”，进入“标准物质
定级鉴定系统”，查看、下载、打印相
应的电子证书。通过微信扫描证书左
下角的二维码，可以查看“国家标准
物质定级证书”的相关信息。

首份电子“国家标准物质定级证书”出炉首份电子“国家标准物质定级证书”出炉

广西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近年来将乡村风貌提升和人居环境改善工
作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切入点，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同时不断完善太
阳能路灯、停车场等基础设施，推进农旅融合发展。如今人居环境不断改
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图为该县瓢里镇六漫村六漫屯一角。

潘志祥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4月 1日电 （记者王
俊岭） 记者从大连商品交易所 （简
称“大商所”）了解到，5年来，大商
所期权市场快速发展，目前已上市
豆粕、玉米、棕榈油、铁矿石、液
化石油气 （LPG）、聚丙烯、线型低
密度聚乙烯和聚氯乙烯共 8 个期权
品种，累计挂牌20766个合约。

2021 年，该所期权累计成交量
1.02 亿手，累计成交额 1091.42 亿
元，日均持仓量 126.70 万手，同比
分别增长 78.6%、119.4%和 21.7%。
其中，豆粕期权成 交 规 模 连 续 4
年 居 国 内 商 品 期 权 市 场 第 一 位 ，

连续 2 年位列全球农产品期权市
场第一。

大商所 2017年 3月 31日成功上
市中国首个商品期权——豆粕期
权，填补了国内商品期权的空白，
改变了国内商品期货市场此前20多
年来只有期货工具的历史。

相关数据显示，自2017年中国
首个商品期权——豆粕期权上市以
来，中国已上市 20 个商品期货期
权，覆盖农产品、能化、黑色、有
色、贵金属等板块。期权市场的稳
步发展，为大宗商品市场提供了有
效的风险对冲工具和定价参考。

本报电 （李婕、江晓玉） 中
建八局一公司参建的三峡东岳庙
数据中心建设项目一期日前全面
竣工投产。

东岳庙数据中心位于湖北省宜
昌市三峡坝区右岸，是三峡集团总
部搬迁湖北后落地的首个重大新基
建 项 目 ， 总 占 地 面 积 10 万 平 方
米，规划建设机柜 26400 个，分三
期建设。

作为国内首个大型绿色零碳数
据中心，项目一期总建筑面积约 4
万平方米，建设规模 4400 个机柜，
包含一栋数据中心机房楼、一栋通
信指挥楼、一座35千伏变电站。三
期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东岳庙数
据中心将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绿色
零碳数据中心集群，为长江经济带
发展提供安全高效的数据存储和强
大的算力保障。

三峡东岳庙数据中心一期项目投产

大商所5年来累计挂牌期权合约超2万个大商所5年来累计挂牌期权合约超2万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