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好 1

逐步提升

民营企业贷款占比

具体举措：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制

定民营企业年度服务目标；健全适应

民营企业融资需求特点的组织架构

和产品服务；合理提高民营企业不良

贷款容忍度等。

解读：加大对民营企业的金融支

持力度， 首先体现在总量上。 通过

制定民营企业年度服务目标 、 提

高 服 务 民 营 企 业 相 关 业务在绩效

考核中的权重等， 一系列举措将引

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民营企业的金融

支持力度， 逐步提升民营企业贷款

占比。 同时通过不断优化信贷结构，

科技创新、 “专精特新”、 绿色低

碳、 产业基础再造工程等重点领域

的民营中小微企业将获得更有力的

信贷支持。

利好 2

加大首贷、信用贷

支持力度

具体举措：银行业金融机构要积

极开展首贷客户培育拓展行动；开发

适合民营企业的信用类融资产品；推

广“信易贷”模式等。

解读：缺乏抵押物、缺少可供参

考的信用信息……这些因素常常令

民营企业被金融机构拒之门外，支持

民营企业需要从首贷和信用贷款“破

冰”。金融机构在政策引导下，一方面

将加强与发展改革和行业管理部门、

工商联、 商会协会对接合作， 挖掘

有市场、 有效益、 信用好、 有融资

需求的优质民营企业； 另一方面将

加强科技赋能， 推出更多适合民营

企业的信用类融资产品， 持续扩大

信用贷款规模。

利好 3

积极开展产业链供应链

金融服务

具体举措：银行业金融机构要积

极探索供应链脱核模式；进一步完善

中征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功能；促

进供应链票据规范发展等。

解读：部分民企单体信用资质较

弱，大力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金融，将民

营小微企业嵌入整体产业链供应链，

有助于部分解决民营企业信用评级较

低、无抵押物等难题，进一步提高民营

企业融资便利性、降低融资成本。

利好 4

畅通民营企业

债券融资渠道

具体举措：支持民营企业注册发

行科创票据、科创债券、股债结合类

产品、绿色债券、碳中和债券、转型债

券等；推动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

具扩容增量、稳定存量；鼓励和引导

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各类养老金、公

募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积极科学配置

民营企业债券……

解读： 针对民营企业债券认可度

较低的痛点，进一步发挥债券融资支持

工具的增信作用，同时鼓励和引导机构

投资者加大对民企债券的配置，有助于

降低民企债券融资门槛， 扩大民营企

业债券融资规模。 特别是科技创新、绿

色低碳等领域民营企业的资金需求，或

将通过债券融资渠道进一步满足。

利好 5

扩大优质民营企业

股权融资规模

具体举措：支持民营企业上市融

资和并购重组；稳步拓展私募基金份

额转让、认股权综合服务等创新业务

试点；发挥股权投资基金支持民营企

业融资的作用等。

解读：扩大优质民营企业股权融

资规模需要更好发挥多层次资本市

场的作用。 可以预计，随着注册制改

革走深走实，民营企业发行上市和再

融资将更加市场化。 与此同时，符合

条件的民营企业赴境外上市也将更

加顺畅。 值得关注的是，通知中的一

系列举措对于民营企业发展的更早

期阶段也非常关注，对于更好发挥天

使投资、创业投资以及区域性股权市

场的融资支持作用进行了部署。

利好 6

加大外汇便利化政策

和服务供给

具体举措：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

开展跨境人民币“首办户”拓展行动；

扩大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跨境融资便利化试点范围；优化跨

境金融外汇特色服务等。

解读：有力支持民营企业“走出

去”“引进来”。通知提出“扩大高新技

术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跨境融资

便利化试点范围”， 有望惠及更多企

业，助力科技自立自强。

加大货币政策工具支持力度、强

化财政奖补和保险保障、拓宽银行业

金融机构资金来源渠道、健全风险分

担和补偿机制、加大税收政策支持力

度……为了让利好举措落实到位，相

关部门还完善配套政策，强化正向激

励，进一步提升金融机构服务民营经

济的积极性。

据了解，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将

指导金融机构抓紧落实通知要求，制

定具体实施细则。 同时，加强统计监

测和政策效果评估，确保政策惠及民

营企业。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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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离不开资金支持。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强化金

融支持举措助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通知》，推出 25 条具体举措，持续加强民营企业金融服

务。 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些举措将如何支持民企融资。

支持民企发展

这些金融举措来了

权威发布

证监会：

严厉打击编造传播

虚假信息行为

中国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日前就查

处王某等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答记者问时表

示， 证监会坚决反对并严厉打击编造传播

资本市场虚假信息以及误导性信息的行为，

呼吁各方面真实、 客观传播信息， 不造谣、

不传谣 、 不信谣 ， 共同维护资本市场信息

传播秩序 ， 共同维护有利于资本市场健康

发展的生态环境。

11 月 22 日， 微信公众号“公安部网安

局” 显示 ， 经查 ， 王某出于主观臆断和寻

求精神刺激 ， 通过篡改境外新闻媒体的局

部页面， 对外发布自己编造的我国证券市

场融资融券等政策的不实信息。 王某的行

为违反了《证券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相

关规定，公安机关和证券监管部门将依法依

规予以处理。

数据显示，自今年 7 月底以来 ，两市融

资余额从 1.49 万亿元上升至目前的 1.6 万

亿元左右，市场活跃度不断提升。

（吴黎华）

中国人民银行：

物价短期还将维持低位

未来将回归常态水平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的 2023 年第三

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显示，物价短期还将维持低位，未来将

回归常态水平。 近期我国 CPI 同比在 0 附近

运行，主要是受去年同期猪肉价格较快上涨

的基数影响， 核心 CPI 同比保持基本稳定，

服务 CPI 较上半年还有所加快，与经济恢复

向好的走势基本一致，PPI 降幅也总体趋于

收敛。 随着各项政策加快落地见效、内需持

续改善，物价上行动能将进一步积蓄。 中长

期看，我国经济供需总体平衡，货币政策保

持稳健，居民通胀预期平稳，不存在长期通

缩或通胀的基础。

《报告》认为，下半年以来，随着宏观政策

“组合拳” 成效不断显现， 我国经济回升向好

态势持续巩固。 总体看，财政、货币、产业、就

业等政策持续发力， 协同合力进一步显现，经

济金融良性循环进一步畅通， 预计全年 5%左

右的增长目标能够顺利实现。 （黄盛）

市场监管总局：

累计对 45.03 万户企业

实施强制退出

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为有效破解企业

“退出难”问题，进一步畅通企业退出渠道，

促进优胜劣汰，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探索建立

企业强制退出制度。 自 2021 年起，在山东济

南、河南洛阳、广东深圳等 23 个市（县、区）

开展了企业强制退出试点。 截至目前，累计

对 45.03 万户企业实施强制退出， 试点工作

成效初显。

据介绍， 各试点地区立足本地实际，充

分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积极探索建立退出

警示、除名标记、强制注销等不同的强制退

出模式，丰富企业退出渠道，明确退出程序、

标准及惩戒措施；强化与税务、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 、规划 、公安 、法院等部门的信息协

查，全面掌握企业相关信息，稳妥有序推进

强制退出工作。 部分试点地区还运用大数据

分析、智能比对等现代信息技术，实现“僵尸

企业”识别、核查、清退全过程闭环处置、线

上流转，做到强制退出工作“全程网上办”，

有效提升工作效能。 （杨曦）

11 月 21 日，工人

在蚌埠市五河县一家

纺织企业生产车间内

工作。

临近年末， 安徽

省蚌埠市五河县各纺

织企业的工人加紧生

产， 赶制订单。 近年

来， 五河县将纺织服

装 产 业 作 为 主 导 产

业， 引进上下游相关

企业 90 余家，形成了

集棉纺、家纺、服装生

产等于一体的纺织服

装特色产业集群。

黄博涵 摄

安徽五河：纺织企业生产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