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对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各
项惠企措施，部分代表委员担心，
目前一些“堵点”会影响政策高效
顺畅地传导至企业。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鼓励银
行大幅增加小微企业信用贷、首
贷、无还本续贷。

“要避免政策在落实过程中
出现梗阻。”全国人大代表、山东
省德州市政协副主席马传先认
为，无还本续贷实现了新旧贷款
无缝衔接，省去了倒贷过桥成本，
也缓解了贷款短期化和期限错配

问题。但目前不少银行落实无还
本续贷政策不力，大都要求企业
先还后贷，建议监管部门适时开
展专项督导。

全国人大代表、西安迈科金
属国际集团董事长何金碧说，企
业家苦恼的是企业贷款的利率下
来了，门槛却抬高了。“由于信息
不对称，银行往往更关注担保、抵
押等第二还款来源，建议加强国
家层面大数据的开发应用，帮助
银行提升风险识别准确性，减少
对抵押担保的依赖。”（新华社）

在量增、价降的同时，多位代
表和委员均谈到要优化结构，重
点支持稳企业、保就业，特别要加
大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工商
联副主席李彪表示，中小微企业
是国家解决就业的重要主体，保
市场主体的关键在于保中小微企
业。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有助于
帮助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渡
过难关。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为保市
场主体，一定要让中小微企业贷
款可获得性明显提高，一定要让
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同时，
报告还提出多项稳企业的金融举
措：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
息政策再延长至明年 3月底；鼓
励银行大幅增加小微企业信用
贷、首贷、无还本续贷；大型商业
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要
高于40％；支持企业扩大债券融
资……

“全力支持稳企业保就业，
大型商业银行责无旁贷，要与企
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
户同舟共济、共同发展。”全国人
大代表、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王
景武介绍，一季度工行小微企业
贷款增速近50％，从疫情发生到
4月末已累计为近3万户小微企
业办理展期及续贷330多亿元。

前4个月金融机构支持中小
微企业超过 2800 万户。4 月新
发放普惠小微贷款平均利率较去
年底下降0.77个百分点，普惠小
微贷款增速明显提升。

陈雨露认为，要抓紧落实好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金融举
措。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保
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
度，在确保总量力度足够、融资成
本明显下降、向中小微企业倾斜
三方面进一步发力，对冲疫情影
响，服务好“六稳”“六保”工作大
局。 （新华社）

服务“六稳”“六保”，货币政策如何发力？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

度。如何理解“更加灵活适度”？怎样强化对稳企业的金融支
持？这些问题引发代表委员热议。

确保信贷投放的总量和力度

受全球疫情冲击，国内消费、
投资、出口下滑，就业压力显著加
大，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困难
凸显。在此背景下，今年政府工
作报告关于货币政策的表述，由
去年的“松紧适度”转变为“更加
灵活适度”。

这一变化在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原行
长杨小平看来，首先体现在加强
逆周期调节，把握好信贷投放的
总量和节奏，确保总量力度足够。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综合运
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引导
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
增速明显高于去年。

去年12月末，广义货币（M2）
余额 198.65 万亿元，同比增长
8.7％ ；社 会 融 资 规 模 存 量 为
251.31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7％。今年以来，货币信贷逆势
大幅增长。1月至4月，金融机构

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累
计增加 8.88 万亿元，同比多增
1.71万亿元。4月末，M2和社会
融资规模增速分别为 11.1％和
12％，均较上年末有较大提升，体
现了有力的逆周期调节。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
行副行长陈雨露表示，在加大总
量逆周期调节的同时，人民银行
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出台
了一系列强有力、累计达5.9万亿
元的宏观对冲措施，确保疫情防
控和人民群众对金融服务的需求
得到及时有效满足。

“保持银行体系和货币市场
流动性合理充裕，绝非大水漫灌
式的强刺激。”全国政协委员、交
银施罗德基金总经理谢卫表示，
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要与应
对疫情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需
要相适应，处理好稳增长、防风险
与控通胀的关系。

以改革的方式推动融资成本下降

融资贵是困扰市场主体发展
的老问题。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创
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
务必推动企业便利获得贷款，推动
利率持续下行。在疫情影响下的
非常时期，这一问题该从何处着
手？

“融资成本下降是稳企业、保
就业的关键环节。”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行长白鹤
祥认为，要以改革的方式疏通货币
政策传导渠道，推动企业实际融资
成本逐步下降。

白鹤祥建议，继续释放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LPR）改革促进降低

贷款利率的潜力，引导LPR进一步
下行，有序推进存量贷款定价基准
转换。同时，强化金融机构存款利
率定价自律管理，引导银行适当向
实体经济让利。

数据显示，4月份，一般贷款
加权平均利率为4.81％，较LPR改
革前的2019年7月份下降0.51个
百分点。

谢卫认为，在引导银行让利的
同时，也要进一步落实风险管理和
尽职免责等相关制度，提高基层敢
贷、愿贷的积极性。正如政府工作
报告所言：金融机构与贷款企业共
生共荣，鼓励银行合理让利。

金融支持向中小微企业倾斜

代表委员热议——

上亿市场主体怎么稳？

我国有上亿市场主体，其中庞大的中小微企业是吸纳就业
“主力军”，也是经济活力的重要源泉。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保障就业和民生，必须稳住上亿市场主体，尽力帮助企业特别是
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

如何理解稳住市场主体在当下的特殊意义？如何才能稳得
住？这些问题引发了代表委员的热议。

稳住企业的意义超乎寻常

受全球疫情冲击，国内消费、
投资、出口下滑，就业压力显著加
大，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困难
凸显。保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
微企业已成为当务之急。

“把市场主体保住了，就是保
住了就业、保住了民生，也就是保
住了经济基本盘。”全国政协常委、
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张连起说。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昊邦医
药集团董事长李彪告诉记者，中
小微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弱，在疫
情冲击下，集团旗下不少企业一
度面临挑战。“好在国家及时出台
了一系列帮扶政策，情况才慢慢

好转。在减免增值税、贴息贷款
等政策支持下，我们顺利复工复
产，原来1500多名员工全部返回
岗位，而且又增加了近100个新
岗位。”

我国市场主体超过 1 亿户，
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小微企业。这
些企业为国家贡献了 50％的税
收、60％的 GDP、70％的创新、
80％以上的就业。只有企业渡
过难关、稳健发展，国民经济指
标、税收才有坚实基础。

“留得青山，赢得未来”，今年
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句话，激起
不少代表委员的共鸣。

加大“放水养鱼”力度

如何才能稳住企业？政府
工作报告已经给出了答案，其中
财政和金融方面的举措颇为亮
眼。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各项
加大减税降费力度的政策安排，
预计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
2.5 万亿元。全国政协委员、中
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表示，现在要“放水养鱼”，帮助
更多企业挺过难关、迈过坎，有
必要实施更大力度的减税降费。

“这不仅给中小微企业减了
负，还打了一剂‘强心针’。”全国
人大代表、广东远光投资集团董
事长蔡仲光表示，报告中减税降
费的一系列举措增强了企业的
政策获得感，为企业纾困发展创
造了良好的环境。

与此同时，在强化对稳企业
的金融支持方面，报告提出“中
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
策再延长至明年 3 月底”“大型
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
增速要高于 40％”等明确要求。
报告还提出，为保市场主体，一
定要让中小微企业贷款可获得
性明显提高，一定要让综合融资
成本明显下降。

“这些政策说到了我们心
里，都是针对当下中小微企业面
临的实际问题。”全国人大代表、
黑龙江省龙蛙农业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翟清斌告诉记者，
近期企业有 2000万元贷款即将
到期，受疫情影响按期还贷存在
困难。这下，为还款犯愁的他终
于可以松口气了。

打通政策落地的“堵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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