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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目标明确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目标明确
推动重点领域信贷服务提质增效推动重点领域信贷服务提质增效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
两者共生共荣。近日，国务院
印发《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
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
称《实施意见》），大力发展普
惠金融，助力经营主体提信心、
添活力。

根据发展蓝图，未来五年，
我国高质量的普惠金融体系基
本建成。重点领域金融服务可
得性实现新提升，普惠金融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迈出新步伐，
金融基础设施和发展环境得到
新改善，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取
得新成效，普惠金融促进共同
富裕迈上新台阶。

过去十年普惠金融
发展成效显著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
国务院高度重视发展普惠金
融。从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发展普惠
金融”开始，普惠金融发展已走
过十年历程。

十年来，普惠金融取得了
长足进步。首先，金融服务覆
盖面逐步扩大。县域和农村地
区基础金融服务发展迅速。数
据显示，目前，全国银行机构网
点覆盖97.9%的乡镇，基本实
现乡乡有机构、村村有服务、
家家有账户。全国乡镇基本
实现保险服务全覆盖，大病保
险已覆盖 12.2 亿城乡居民。
农业保险已覆盖农林牧渔各
领域，2023年1—8月，覆盖农
户1.4 亿户次，提供风险保障
3.7万亿元。

其次，重点领域金融服务
可得性持续提升。近年来小微
企业、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等重点领域金融服务
呈现“增量、扩面”的态势，为实
体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保障。

截至2023年8月末，全国
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67.7 万亿
元，涉农贷款余额 55.0 万亿
元。其中，普惠型小微企业贷
款余额27.4万亿元，近五年年

均增速约 25%。推出利率优
惠、财政贴息的脱贫人口小额
信贷（原扶贫小额信贷），累计
发放9600多亿元，支持2300
多万户次。

更重要的是，人民群众对
金融服务满意度逐步提高。小
微企业等经营主体获取金融服
务的成本更低。2023年前8个
月，全国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
业贷款平均利率4.8%，较2017
年累计下降3.1个百分点。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有关
负责人表示，金融科技的发展
加速各类业务数字化转型，人
民群众存款、取款、支付更方
便、更快捷。保险机构聚焦重
点群体，提供具有普惠性质的
保险产品和服务，更好满足了
广大人民群众和企业的风险
保障需求。金融消费争议解
决渠道进一步畅通，消费者权
益保护和风险防范意识逐步
增强。

未来五年构建高质量
普惠金融体系

早在2015年，国务院就印
发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
（2016—2020年）》（以下简称
《规划》）。

“当前，我国已经迈上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对普惠金融工作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国家金融监管总局
有关负责人表示，一方面，《实
施意见》是《规划》的必要延
伸。《规划》实施到期后，普惠金
融发展仍面临诸多问题和挑
战，有必要持续发力、补齐短
板，构建高水平普惠金融体
系。另一方面，《实施意见》是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普
惠金融领域各项工作部署的必
然要求。

值得期待的是，根据《实施
意见》，未来五年，我国基础金
融服务将更加普及、经营主体
融资更加便利、金融支持乡村
振兴更加有力、金融消费者教
育和保护机制更加健全、金融
风险防控更加有效、普惠金融
配套机制更加完善。

中国城市报记者梳理发
现，《实施意见》重点强调了几
个方面内容，包括突出加强党
的全面领导、强调聚焦重点领
域、强调保险和资本市场的作
用、有序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
展、重视基础设施和发展环境
建设、统筹发展与安全等。

其中，在着力防范化解重
点领域金融风险方面，《实施意
见》要求，加快中小银行改革化
险。坚持早识别、早预警、早发

现、早处置，建立健全风险预警
响应机制，强化城商行、农商
行、农信社、村镇银行等风险
监测。

与此同时，依法将各类金
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坚决取
缔非法金融机构，严肃查处非
法金融业务。严厉打击以普惠
金融名义开展的违法犯罪活
动，切实维护金融市场秩序和
社会大局稳定。健全非法金融
活动监测预警体系，提高早防
早治、精准处置能力。

推动乡村振兴、绿色低碳等领域
信贷服务提质增效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
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
因此，《实施意见》在金融助力
乡村振兴方面着墨颇多。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有关负
责人表示，要把更多金融资源
配置到“三农”领域，更好满足
其多样化多层次的金融需求。

一是强化农村金融服务能
力建设。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
系，构建层次分明、优势互补、
竞争合作的银行机构服务格
局。深化银行机构内部专营机
制建设，在涉农信贷审批、人员
力量、信贷资源等方面进一步
加大倾斜。加强涉农领域信用

风险管理。
二是保障重点领域金融投

入。全力保障粮食领域信贷投
入，锚定粮食生产、收储、流通、
加工等重要环节，加强金融精
准供给。做好脱贫人口小额信
贷工作，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
重点帮扶县的金融支持。强化
对乡村产业发展、城乡融合等
领域的金融服务，有效满足农
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的金
融需求。强化对农业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的长期信贷支持。发
展农业供应链金融，重点支持
县域优势特色产业。

三是推动优化农村金融发
展环境。持续巩固提升农村地
区金融服务覆盖面。强化差异
化监管，定期开展金融机构服
务乡村振兴考核评估，加强结
果运用。指导银行机构拓宽涉
农主体融资抵质押物范围。推
动完善农村产权流转、抵押、登
记体制机制建设。结合乡村治
理开展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扩
大农户信用档案覆盖面和应用
场景。加快建设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信用体系。加强农村地区
金融知识宣传普及。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除服
务乡村振兴外，未来五年，普惠
金融聚焦的重点方向，还包括
绿色低碳发展等。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近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
合发布《关于推动汽车后市场
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
简称《指导意见》），明确了汽车
后市场发展的总体目标和主要
任务，系统部署推动汽车后市场
高质量发展，促进汽车后市场规
模稳步增长，市场结构不断优
化，规范化水平明显提升，持续

优化汽车使用环境，更好满足消
费者多样化汽车消费需求。

《指导意见》提出7方面政
策措施：一是优化汽车配件流通
环境，提出制订实施汽车后市场
配件流通标准、鼓励发展连锁经
营等配件流通模式，推动汽车
配件流通规范、透明、高效发展。

二是促进汽车维修服务提
质升级，提出加快新能源汽车
维修技术标准体系建设、加强

售后维修培训、发展汽车绿色
维修、提升汽车维修数字化服
务能力，更好支撑新能源汽车
产业发展和保护车主权益。

三是构建多层次汽车赛事
格局，支持开展新能源汽车、智
能网联汽车等新型赛事活动，
发展国际级、国家级汽车赛事。

四是加快传统经典车产业
发展，提出研究制定传统经典
车国内管理和进口政策，支持

地方探索传统经典车辆保税展
示及托管服务。

五是支持自驾车旅居车等
营地建设，加强政策支持，促进
房车旅游消费发展。

六是丰富汽车文化体验，
支持地方推进汽车博物馆和汽
车影院等项目建设运营、组织
开展汽车文化交流活动。

七是优化汽车消费金融服
务，鼓励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

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优化对汽
车使用消费的金融服务。

《指导意见》要求，准确把
握汽车市场发展规律，充分认
识汽车后市场发展的积极重要
意义。加快汽车后市场相关法
规标准体系、质量认证体系建
设，提高依法行政和标准化水
平。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桥梁
纽带作用，及时反映行业企业
诉求，搭建行业交流服务平台。

政策护航政策护航，，汽车后市场规模将稳步增长汽车后市场规模将稳步增长

山东十年来对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

年均增长9.7%

据青岛海关统计，2013年至2022

年，山东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

口值从7450.5亿元增至1.78万亿元，

年均增长9.7%，对全省外贸增长贡献

度超6成。图为10月11日，一艘货轮

缓缓离泊山东港口青岛港。

中国城市报记者 全亚军
通讯员 张进刚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