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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抓防疫 一手促发展 

企业迈向“满负荷”

最近，位于辽宁大连的瓦房店轴承集
团各条生产线紧张而忙碌，设备高效运
转、操作者各司其职、快速赶制订单，一
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我们在做好各项防护
措施的同时，反复与欧美和亚太地区客户
沟通，确定订单产品交付进度，三班倒赶
制产品。”瓦轴高端汽车轴承辽阳分公司总
经理苏中安说，4月份的订单仍在增长中。

正从疫情中走出来的武汉企业，在复
工达产方面也不甘落后。

在武汉钢铁有限公司，5 个高炉、9 个
转炉正开足马力，铁水、炼钢、热轧、硅
钢等生产线正全力生产。最新数据显示，
武钢的铁水、钢水、钢材日均产量已分别
达到 3.88 万吨、3.99 万吨、3.80 万吨，均
完成了计划进度。在防疫期间，武钢依然
实现了95%以上的合同交付率。“我们今年

的目标是完成 550 万吨的挑战目标，坚持
每天满负荷生产，我们有信心把失去的时
间追回来！”武钢热轧厂二分厂工艺主管
李传说。

制造业机器轰鸣，服务业同样拓展不
断。不久前，中国知名的互联网和手机安
全产品及服务供应商360集团，联合总部位
于欧洲的世界顶级游戏制作及发行公司
Wargaming 等企业宣布，2020 年对几款热
门游戏共同进行更新游戏数据继承、全球
版本内容同步、配备三线网络机房，同时
推出全新游戏玩法。“虽然疫情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工作的落地推进，但是做到全球游
戏内容版本的同步是 2020 年 360 运营团队
的硬性指标。”360 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
官周鸿祎说。

从超市到商场，从生产车间到电脑机
房，随着科学有序复工复产的深入，越来
越多中国企业正在大踏步重现“满负荷”
状态。

政策助推大展身手

复工达产的背后，是各类政策提供的
坚实支撑。

例如，科技部印发 《关于科技创新支
撑复工复产和经济平稳运行的若干措施》，
提出了 9 方面 18 条具体措施，对科技支撑
经济平稳发展做出体系化安排，着重支持
科技型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国人
民银行通过引导贷款利率下行、提供再贷
款再贴现精准支持、加大债券融资支持、
进一步实施对中小银行的定向降准等政
策，为广大企业复工复产、达能达产提供
充裕的流动性；商务部采取强化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供应链创新和应用试
点、指导企业落实经营场所分类防控措施
等诸多举措，推动商品流通恢复……

科技部成果转化与区域创新司司长包
献华表示，疫情发生以来，科技型企业特

别是广大科技型中小企业也受到了较大影
响。但是，科技型企业凭借着自身科技优
势和核心竞争力表现出较强的发展韧劲，
展现出复工复产的良好态势，起到了“领
头羊”作用。“据我们对 21 个省市调研统
计，高新技术企业平均复工平均复产率超
过90%；据对国家高新区内3万多家科技型
中 小 企 业 监 测 ， 平 均 复 工 复 产 率 达 到
83.3%。”包献华说。

“据统计，2月末，18家大中型商业银
行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5.55 万亿
元，同比增长 31.8%，这个增速非常可观。
贷款的平均利率是5.22%，较去年下降0.22
个百分点。其中，5家大型银行普惠型小微
企业贷款平均利率 4.4%，较去年也下降了

0.3 个百分点。”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
说，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实施延期还款的
中小微企业贷款本息达 7000多亿元，广大
小微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都享受到了这个
政策。

加快释放内生动力

从阻断疫情，到复工复产，再到达能
达产，微观经济主体活力的回升，正在为
中国经济回归正轨积聚起强大能量。

巴西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国际政治经
济学教授蒂西亚娜·阿尔瓦雷斯表示，中国
疫情控制已取得明显成效，企业复工复产
率也在提升，这些积极因素都会传导到市
场层面。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合伙人尼古
拉斯·朗通过分析一系列指标认为，中国经
济已开始实现快速复苏。

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丛屹在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随着疫情防控取
得阶段性重要成效，经济社会秩序加快恢
复，企业复工复产的面越来越大、经营活
动恢复的成色越来越足，这些都是令人欣
慰的积极信号。但同时也要看到，企业继
续保持这种好状态依然面临挑战：一方
面，境外疫情呈加速扩散蔓延态势，世界
经济贸易增长受到严重冲击，外部需求下
滑对沿海外向型企业的影响可能进一步显
现；另一方面，国内疫情防控依然不能大
意，要警惕疫情反复的风险，与第三产业
密切相关的线下娱乐、服务等消费需求仍
有可能受到影响。

“目前，有关方面已经出台了不少针对
性的政策。接下来，我们要以更大力度支
持广大中小微企业，通过补贴居民消费、
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鼓励企业创新升
级等多种方式，加快内生增长动力的释
放，最终使疫情防控为经济发展赢得的优
势巩固并扩大。”丛屹说。

近来，中国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越来越多的
企业从复工复产转向“达能达产”，经济活动的深度与广度都
有了明显回升。分析人士认为，防控疫情就是护航经济，稳
住经济就是对抗疫情。中国经济升温，不仅体现出中国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的巨大成绩，更为深
处危机之中的世界经济带来了春光。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一系
列针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措施
接连出台、落地。中国人民银行副
行长刘国强 4 月 3 日介绍，目前来
看，这些措施成效显著，中小微企
业融资量增面扩价降。下一步，将
充分考虑中小微企业特点和目前面
临的约束条件，落实好出台的各项
应对措施，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刘国强介绍，中国人民银行出
台了一系列措施，为疫情防控、复
工复产、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精准
金融服务。设立 3000 亿元防疫专项

再贷款，一半以上投向中小微企
业；新增再贷款再贴现额度 5000 亿
元，下调支农支小再贷款利率 0.25
个百分点，运用低成本的普惠性资
金支持重点领域中小微企业复工复
产；督促国有大型银行加大支持普
惠小微企业，落实好政策性银行专
项信贷支持，引导地方法人银行服
务好基层，加大逆周期调节。

根 据 央 行 数 据 ， 截 至 3 月 30
日，前期设立的 3000 亿元专项再贷
款，已向 5881 家重点企业累计发放
优惠利率贷款 2289 亿元，实际融资

利率约 1.26%。增加的 5000 亿元再
贷款再贴现额度，地方法人银行累
计发放优惠利率贷款 2768 亿元，支
持企业35.14万户，其中普惠小微贷
款1556亿元，加权平均利率4.41%。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
定了进一步强化对中小微企业普惠
性金融支持措施。包括增加面向中小
银行的再贷款再贴现额度 1万亿元；
进一步实施对中小银行的定向降准；
鼓励发展订单、仓单、应收账款融资
等供应链金融产品，促进中小微企业
全年应收账款融资8000亿元；健全贷

款风险分担机制，鼓励发展为中小
微企业增信的商业保险产品，降低
政府性融资担保费率，减轻中小微
企业综合融资成本负担。

刘国强指出，新增的1万亿元再
贷款再贴现额度没有规定利率，将
通过奖励性考核引导中小银行降低
对中小微企业的贷款利率，之前增
加的 5000 亿元额度使用完后就可以
推进。此外，央行还将支持金融机
构发行 3000 亿元小微金融债券，引
导公司信用类债券净融资比上年多
增1万亿元，进一步增加金融机构资
金来源，拓宽企业多元化低成本融
资渠道。

“下一步，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
加注重灵活适度。”刘国强说，坚持
底线思维，根据疫情防控和经济形
势的阶段性变化，把握好政策力度
重点和节奏，把支持实体经济恢复
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介绍

金融加力支持“中小微”
本报记者 邱海峰

本报北京4月5日电（记者徐佩玉） 中国人民
银行 2020 年全国货币金银和安全保卫工作电视
电话会议近日在京召开。会议就 2020 年重点工
作作出部署，提出要坚定不移推进法定数字货
币研发，系统推进现金发行和回笼体系改革，
加快推进钞票处理业务、发行库守卫和发行基
金押运转型。

据介绍，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货币金银和
安全保卫系统强化现金供应和流通管理，全力保障
现金供应和使用安全。下一步，货金、保卫工作要切
实提高服务实体经济、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尤
其是准确研判现金供应总量的能力、多层次满足现
金需求结构性差异的能力和数字经济条件下现金
服务的适应能力，持续推动业务转型。

会议透露，今年将组织实施普通纪念币市场
化发行，打造便利整洁安全和谐的现金流通环
境，完善齐抓共管的反假货币工作机制，促进货
币史研究与非标金银清查工作，加强对钱币市场
的引导和管理。此外，还将稳步推进大额现金管
理试点，全面提升内部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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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经开区园区72家制造、装备企业全部复工复产，产
能迅速回升，经济指标基本恢复往年同期水平。图为该经开区的百俊达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女工们在加工生产电子配件。 黄春涛摄 （人民视觉）

▲近期，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经开区园区72家制造、装备企业全部复工复产，产
能迅速回升，经济指标基本恢复往年同期水平。图为该经开区的百俊达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女工们在加工生产电子配件。 黄春涛摄 （人民视觉）

▲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自全面复工复产以来，5000余名职工开足马力保障生产有序
进行。公司调整装配工序、借用储备资源，保证产品按期交货，满足用户需求，确保完成全年目
标任务。图为该企业职工在装配用于出口的自动化设备。 新华社记者 朱 峥摄

江苏省海安市滨海新区在沿海开发中，一方面注重湿地保护，一方面运用广
阔的滩涂资源培育壮大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产业，在有效实现节能减排的同
时，推动地方经济绿色发展。图为4月5日，海安市海东光伏电站工作人员正在检
查光伏发电设施。 翟慧勇摄 （人民视觉）

扶贫车间学艺忙
连日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的扶贫车间在做好疫情防

控前提下，陆续复工复产。为提高产品质量，达到订单生产标准，当地妇
联、就业等部门有针对性地对到扶贫车间务工的妇女进行手工刺绣、缝纫等
技能培训，提升就业技能。图为在榕江县平江镇滚仲村扶贫车间，妇女们在
学习缝纫技艺。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摄

▲近来，安徽当涂经开区徽柴集团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开足马力生产，兑现出
口订单。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国非道路用柴油机行业的领跑者——徽
柴集团已成为东南亚农用柴油机市场最大的供应商。图为徽柴集团员工正在装配出口东
南亚的柴油机。 王文生摄 （人民视觉）

中国企业复工达产“成色足”
本报记者 王俊岭

中国企业复工达产中国企业复工达产““成色足成色足””
本报记者 王俊岭

本报拉萨4月5日电（记者徐驭
尧）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工商联获悉：
民营经济已成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力量、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
重要来源、扩大社会就业的重要载体。

截至2019年底，西藏全区非公有
制经济市场主体达到31.49万户，占全
区各类市场主体的 96.83%，同比增长
19.04%；注册资本达 8909.28 亿元，同
比增长 12.65%。如今在西藏，民营经
济贡献了 90%以上的税收、40%以上
的国内生产总值、80%以上的城镇劳

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为对冲疫情给民营企业、中小微

企业、个体户造成的复工复产达产经
营困难，西藏自治区专门出台了《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保
持经济平稳运行的若干政策措施》。
连日来，西藏自治区工商联采取线上
线下宣传、走访企业、召开全系统视
频会议等形式，邀请政府相关部门对
政策进行解读，组织工作组下企业督
查政策落实情况。企业家们纷纷表
示，做大做强企业的信心更足了。

西藏民营企业成为吸纳就业重要载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