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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储银行河北分行逾374亿贷款支持小微企业

优化中小企业
融资服务
大有可为

沧州银行业

积极推动绿色信贷业务

河 北 日 报 讯（通 讯 员 杨 冬 华
记者王巍）今年以来，邮储银行河北省
分行深入贯彻落实监管部门相关要
求，精准对接抗疫企业，加大贷款支持
力度，优化授信审批流程，在全力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多形式、多渠道
为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秉承“服
务小微企业”的宗旨，该行致力于为小
微企业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截至
今年 1 月末，该行小微企业贷款结余
374.6 亿 元 ，有 效 支 持 了 地 方 经 济
发展。

“我现在急需一笔资金，支付原材
料款项，能申请贷款吗？”日前，邮储银
行灵寿县支行客户经理靳晓晨接到客

户李程杰（化名）的求助电话。原来，
他经营着一家石材加工企业，复工后
需要购买加工石材的原材料，但是受
疫情影响，加工出的大理石销售暂时
受阻，造成产品积压、回款困难，无法
支付原材料款项，令他愁眉不展。接
到该客户的申请后，邮储银行灵寿县
支行根据客户的情况，为其推荐了信
用极速贷产品，客户可以在手机银行
上直接操作，足不出户就能完成贷款
申请、测算额度和放款。两天之内，李
程杰申请的15万元贷款就成功发放下
来，他立即用申请下来的贷款，向供应
商支付了原材料的购买款项。

像这样的例子，在燕赵大地不是

唯一的。近年来，邮储银行河北省分
行主动对接企业需求，采取“线上+线
下”作业模式，大力推进小微易贷、极
速贷等线上贷款产品，为企业复工复
产提供金融支持。应对形势变化，近
年来邮储银行河北省分行进一步加快
了线上化转型，提升小微金融服务质
效。积极拓展小微易贷等线上贷款产
品，推广使用网银支用等线上支用模
式，拓展小微企业申贷渠道。今年1月
份，该行线上放款 7.1 亿元，小微企业
金融服务质效得到明显提升。

精准走访获客，拓宽小微企业服
务渠道。该行积极应对疫情，采取电
话营销、实地走访相结合的服务方式，

1月份，营销走访平台 46个、小微企业
4610个，新增放款4.5亿元。

深化银税互动，提高服务小微企
业力度。该行持续深化银税合作，积
极为纳税A、B级小微企业客户提供金
融服务，今年1月，新发放银税贷款3.6
亿元，结余15亿元，有效支持了地方实
体经济。

此外，邮储银行河北省分行因地
制宜，制定差异化续贷政策，助力企业
渡过难关，对受疫情影响暂时还款困
难的小微企业，在符合相关条件下，为
其办理延期还款操作；对于优质小微
企业客户，为其办理无还本续贷业务，
有效缓解了小微企业融资困境。

□金 言

近日，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
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提出，“着力缓解中小
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金融机构要不断提
升能力，做到敢贷、愿贷、能贷、会贷”。

中小企业是保市场主体、保居民就
业的主力军，也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
定性和竞争力的关键环节。过去一年，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小企业经营压力
有所增大。为了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相关
部门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出台多项金融
纾困措施，稳定中小企业信贷融资，减轻
企业还本付息压力。数据显示，2020 年
银行业累计对 7.3万亿元的贷款延期还
本付息，累计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3.9
万亿元，同比增加1.6万亿元。

随着企业经营环境和财务状况逐步
好转，这些支持中小企业融资措施的走向
受到广泛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保持政
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继续大力
支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无疑有助于稳定
市场预期，增强中小企业信心。引导金融
机构敢贷、愿贷、能贷、会贷，是一项系统性
工作，涉及金融机构内部考核激励机制、
风险管理能力、自身资本实力等方方面
面。继续提升政策的精准度、优化中小企
业融资服务，还有不少细致的工作要做。

敢贷、愿贷、能贷、会贷，是金融机构
放贷意愿和能力的综合体现。近年来，金
融管理部门通过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
和差异化的监管措施，引导金融机构加
大对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多渠道
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推动银行提高信
贷投放的积极性和能力。金融机构自身
也在不断优化尽职免责考核机制。多措
并举之下，金融机构服务中小企业的热
情已有明显提高。近日，监管部门又引导
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融资分类施策，对
不同行业特点、不同经营状况的民营企
业提供不同的融资方式，银行将更加细
致地辨识企业发展阶段、经营情况，对每
家具体企业进行差异化风险定价。通过
这些更加市场化的机制安排，金融机构
支持和服务中小企业的积极性将进一步
提高。

敢贷、愿贷、能贷、会贷，也要求增强
金融服务的精准度和有效性。这几年，借
助金融科技的力量，民营、中小企业得到
更多融资支持，但所获资金往往是规模
相对较小、期限较短的流动性贷款，中长
期贷款依然不足。中小企业具有较强的
成长性，需要资金扩建厂房和购置机器，
从事研发创新更需中长期资金支持。银
行应当从企业发展实际需求出发，提供
更多适用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笔者认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多措并举。以为中小
企业增信为例，不但要完善政府性融资
担保体系，搭建风险分担机制，还要加快
企业信用信息平台建设和数据共享，增
强中小企业信息披露透明度，为金融机
构提升服务能力夯实基础。此外，中小科
技型企业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更需
要稳定的资金支持，这就需要拓宽直接
融资渠道，引入更多周期匹配的长期资
金。总之，只要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在全
社会营造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氛
围，就能助力中小企业更加稳健地前行。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巍）人民
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最新统计数
据显示，截至2021年1月末，我省
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62104.0 亿元，同比增长 13.4%。1
月 末 人 民 币 各 项 贷 款 余 额
61707.2 亿元，同比增长 13.4%，较
去年同期高2.0个百分点。当月人
民币贷款增加 1101.7 亿元，同比
多增 113.2 亿元。其中，住户贷款
当月增加 330.5 亿元，同比多增
69.7 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当
月增加 778.5 亿元，同比多增 42.0
亿元。

同样截至 2021 年 1 月末，我

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
额 83153.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2.0%。1 月末人民币各项存款
余 额 82745.0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2.0%，较去年同期高 2.9 个百分
点。当月人民币存款增加 1849.9
亿元，同比多增 871.8 亿元。其
中，住户存款当月增加 1266.2 亿
元，同比少增 810.3 亿元；非金融
企业存款当月增加 283.7 亿元，
上年同期为减少 440.9 亿元；财
政性存款当月增加 354.6 亿元，
同比多增 331.9 亿元；非银行业
金 融 机 构 存 款 当 月 减 少 2.0 亿
元，同比少减3.3亿元。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陈亮
博）春已至，天渐暖，农耕复产正
当时。柏乡县蔬菜种植大户冀小
亮（化名）正在自家大棚里忙活
着。纵然受疫情影响，他家的蔬
菜还是卖到了北京。前几日，他
刚从当地的村镇银行拿到 100 万
元流动资金贷款，对今年的蔬菜
种植和销售充满了信心，不仅要
扩大种植面积，还要升级冷库。
春风里，这样的故事在邢襄大地
悄然发生。

近年来，邢台各银行业机构深
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积极主
动做好春耕生产金融服务工作。提
前划拨春耕授信资金，向农业部门
了解今年春耕计划情况，积极对接
当地农企，向农户推介信贷产品，
予以信贷支持。目前已投放6.26亿
元支持春耕生产，完成全年备春耕
信贷投放计划的49.53%。其中，邢
台银行将现代农业类贷款归入优
先支持类，打开绿色通道，提高春
耕贷款审批和发放效率。邢台农信
系统提前摸排土地休耕轮作、财政
补贴标准、农作物种植结构、农户
种植意愿和春耕生产资金需求等
方面情况，科学制定投放计划，合
理安排投放时间，计划投放春耕生
产贷款3000万元，已投放1972.93
万元。

除直接予以信贷资金支持
外，各银行还通过支持粮油收购
加速粮食变现率，曲线解决农户
农企春耕融资难题。农发行邢台
分行发挥政策性金融优势，先后
向柏乡、广宗、平乡、宁晋等地国
家粮食储备库及粮油购销商发放
贷款2.48亿元。中国银行南宫支
行克服疫情影响，为中棉集团南
宫宏泰棉花有限公司提供4000万
元流动资金贷款支持。据不完全
统计，邢台银行业目前已投放
3.17 亿元贷款用于提高粮食仓
储、加工企业收购资金供给能力。

此外，针对受前期疫情影响，
部分农户、农企生产积极性不高
的问题，邢台银行业机构通过稳
产保供增强春耕种植信心。各银
行业机构紧紧围绕“菜篮子”“米
袋子”工程，着眼农产品生产、加
工、流通、销售全链条，重点支持
从事基本农产品种植的涉农企
业、规模农户，从事农产品加工销
售、仓储物流的涉农企业，以及从
事农产品批发市场、商超等涉农
产业链企业。实施“一企一策”精
准帮扶策略，充分运用延期还本
付息、无还本续贷、减免息费等惠
企政策，助力农产品稳产保供。
今年以来，邢台主要银行业机构
已发放此类贷款20.62亿元。

邢台银行业机构
6.26亿信贷支持春耕

近日，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机构
和业内人士表示，2021 年仍是资金流入 A 股
市场的大年。除了境外资金，境内养老金及
保险等长期资金完善配置、银行理财资金迁
移等将带来A股增量资金。一手推进提升投
资端活跃度，一手做好融资端改革，在科学合
理保持 IPO 常态化、严格退市监管等政策预
期下，投融资均衡新生态正在加速形成。

增量资金“跑步入场”

机构认为，居民财富增配权益资产的大
潮已至。中国经济持续向好，外资投资越来
越便利，2021 年境外资金增配人民币资产的
趋势将继续增强。

A 股将迎来万亿级增量资金成为多家券
商的共识。中信证券预计，2021 年居民资产
再配置将提速，权益资产是最重要的配置方
向，超万亿资金将借道机构产品流入 A 股。
安信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陈果预计，2021年A
股将继续迎来较大规模的中长期增量资金，
约 1.9 万亿元。东吴证券策略分析师姚佩预
计，2021 年资金净流入规模将超过 1.04 万
亿元。

境外资金净流入仍是看点。Wind数据显
示，2月 19日北向资金净买入 95.53亿元，创 1
月8日以来新高。截至当日，今年以来北向资
金净流入逾886亿元。

中信证券预计，2021 年外资将继续增配
中国资产，通过陆股通渠道净流入 A 股的资
金将超过2000亿元。兴业证券王德伦策略团
队表示，考虑到 A 股极具吸引力的投资价值
和性价比，保守估计未来5年平均每年有望有
2000 亿元至 3000 亿元的外资流入，外资持股
占A股流通市值的比例将继续提升。

更重要的是，中长线资金入市积极。陈
果预计，在监管层坚定支持长期资金入市的
背景下，银行理财和养老金、社保基金等是 A
股市场长期资金的源头活水。

融资节奏保持平稳

证监会明确，科学合理保持 IPO、再融资
常态化。专家指出，在稳步推进全市场注册
制改革背景下，监管层持续关注投融资两端
的平衡，严把入口关将推进上市公司质量和
结构的优化。

截至 2 月 19 日，Wind 数据显示，今年以

来，沪深两市首发申请审核数量为83家，其中
76 家获通过，过会率 91.57%。与去年同期相
比，首发上会数量增加，整体过会率有所
下降。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锋指出，
监管部门始终严把 IPO、再融资入口关，从严
监管的理念没有改变。坚持新股发行、再融
资常态化，意味着不会无故中止，也不会无故
加速。这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增强投资者
信心。

如是资本董事总经理、如是金融研究院
副院长张奥平指出，在注册制改革下，退市制
度建设要及时跟上，以便及时清理质量不佳
的上市公司。退市新规实施后，退市将更趋
常态化。

投资活跃度提升

分析人士指出，在做好融资端改革的同
时，监管部门推进投资端改革，投资活跃度有
望进一步提升。我国股票市场的生态正在发
生积极变化，资本市场步入更加理性的价值
投资新阶段。

2021 年证监会系统工作会议指出，以更

大力度推进投资端改革，加大权益类基金产
品供给与服务创新力度，推动个人养老金投
资公募基金政策尽快落地，优化中长期资金
入市环境。

“从投资的角度来看，需要不断提高机构
投资者占比。从投资规模来看，我国公募、私
募、券商等资产管理规模合计 50 多万亿元。
下一步，要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队伍，引导养
老金、企业年金、保险资产等更多中长期资金
入市。”刘锋指出。

张奥平认为，投资端将逐渐机构化，突出
表现为公募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数量大幅增
加。伴随资金向行业头部企业集中，上市公
司价值加速分化，非专业的个人投资者在逐
步退出或转向购买机构产品。这推动着资本
市场进入更加理性的价值投资新阶段。

“投资端改革实际上就是优化投资者结
构，培育长期机构投资者。通过供给侧金融
产品的研发创新，加大优质权益类产品供给，
同时从需求侧引导投资者理财风格向长期投
资转变，不断做大做强机构投资者群体，吸引
中长期资金入市。”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
究所所长董登新表示。 （本报综合）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牛建伟、刘
梦璇）近年来，沧州银行业大力推动
绿色信贷业务发展，运用金融手段解
决社会痛点难点问题，金融活水守护

“绿水青山”。截至2020年末，沧州银
行业绿色信贷余额达143.1亿元。

建立健全绿色金融体系。沧州银
行业认真把握绿色信贷政策要求，建
立绿色信贷经营制度，规范绿色信贷
的贷前、贷中、贷后全流程标准，在各
环节加强绿色信贷组织管理和能力
建设。如沧州银行制定了《绿色信贷

实施细则》《沧州银行绿色信贷业务
管理办法》《沧州银行绿色信贷业务
操作规程》等一系列制度规章，并成
立了绿色信贷委员会，建立分工协
作、合力推动的绿色信贷管理机制。

加大支持力度。充分发挥融资
优势，主动将绿色、低碳、可循环型
企业和项目纳入营销范围，在节能
减排、清洁能源、清洁交通等重点领
域加大信贷投放力度，支持和培育
绿色产业。截至2020年末，沧州银行
业节能环保产业贷款余额 21.87 亿

元，清洁能源产业贷款余额 83.67亿
元，绿色交通贷款余额 14.46 亿元。
如农行沧州分行为国华爱依斯（黄
骅）风电有限公司发放 9.63 亿元贷
款，用于风力发电设施建设和运营。

创新融资产品。考虑到绿色项
目缺乏抵押物等困难，沧州银行业
探索推出环境资产产权、污水处理
收费权抵质押贷款等创新业务，满
足绿色发展的融资需求。如建行沧
州分行为 5 户太阳能发电企业提供
未来收益权抵押贷款10.98亿元。

首只“1元退市股”锁定，新年以来50多家公司密集警示退市风险……落地仅两个多月，“史上最严”退市
新规已经开始发威。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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