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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文件
 豫金发 〔2023〕103号 签发人:刘 荣

对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

第161号建议的答复

王朝印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 “加强金融机构对外贸企业政策落实情况”的

建议收悉。感谢您对全省金融工作的关心和支持,经与人民银行

郑州中支、河南银保监局共同研究,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 “一带

一路”、外经贸企业的安排部署,多措并举,推出了一系列政策

措施支持外贸企业发展。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强化政策引领。为稳市场主体保就业保民生,推动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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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保险业加大对民营企业、外贸企业纾困解难力度,引导金融

机构加大外贸企业信贷投放,我省于2022年出台了 《河南省金

融支持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工作方案》、《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支

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通知》、《河南银行业保险业进一步加强稳外贸

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关于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助力河南省涉

外经济发展的通知》、《关于进一步优化跨境人民币政策支持稳外

资稳外贸的通知》等政策举措。明确要求各金融机构要深入贯彻

落实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的各项方针政策,把服务民

营企业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积极向民营企业配置信贷资源,并

向信贷增长缓慢、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和行业实施专门资源倾

斜,确保符合政策导向的民营企业获得充足资金支持。鼓励银行

保险机构围绕市场需求,合理增加外贸领域信贷供给,稳定企业

接单信心并巩固扩大在手订单规模。完善和优化人民币跨境业务

跨境业务政策,营造优良营商环境,提升跨境人民币便利化水

平,帮助涉外企业有效规避汇率波动风险。2023年一季度,全

省累计跨境人民币业务543.2亿元,同比增长22.2%。

(二)提升外贸企业融资便利化程度。人民银行郑州中支加

大对接宣传力度,指导金融机构对全省对外贸易、直接投资项下

涉外收支百强企业开展 “一对一”服务,提供跨境结算、融资支

持、汇率避险等跨境金融综合服务方案。积极向国家外汇管理局

申请跨境金融区块链服务平台试点,截至2023年一季度末,已

推动上线 “出口应收账款质押融资”“企业跨境信用信息授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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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税务备案电子化”“资本项目收入支付便利化”“出口信用

保单融资”等5个应用场景,通过平台放款金额超人民币30亿

元,其中中小企业占比超过90%。

(三)做好外贸企业金融服务保障。推动金融机构持续优化

出口卖方信贷、外贸企业发展贷款、外贸产业链发展贷款、境外

投资贷款和出口订单融资等信贷产品和服务。引导出口信保公司

扩大对外贸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优化承

保和理赔条件,做到 “应赔尽赔、应付尽付”。引导外资银行发

挥 “两个市场”优势,针对我省外贸类企业在与巴基斯坦、孟加

拉等相对高风险国家的贸易过程中,可能遇到当地银行以信用

证、托收等方式交付的货款难以回收的问题,积极补位中资银

行,帮助企业安全回收货款。梳理全省金融机构361个服务企业

融资金融产品、100个绿色金融产品、105个科技创新金融产品、

271个乡村振兴金融产品,分类编印产品手册,线上线下多层

次、全方位、立体化推介,提高金融产品知晓度和获得率。中国

银行开发使用跨境电商结算系统降低企业结算成本,利用内保外

贷、租赁保函等对接省内优质海外仓企业融资需求。光大银行依

托阳光供应链云台和阳光融e链,为供应链客户提供全场景、全

品类、全渠道的供应链融资解决方案。浙商银行推出以 “涌金全

球汇”为品牌的外汇清算服务,为涉外企业提供 “一币百汇”服

务,显著提升跨境资金的收支效率。

(四)稳步加大小微信贷供给。监管部门持续强化对单户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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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总额1000万元以下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 “两增”考核,通

过召开专题会议、定期通报、约谈重点机构等措施,督促各银行

每年初单列普惠小微信贷计划,不断拓宽资金来源,丰富供给手

段,创新信贷产品,加大对小微企业信贷资源倾斜力度。截至

2023年5月末,我省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9354.4亿元,较

年初增加872.6亿元,同比增长17.83%,高于各项贷款增速

8.04个百分点。围绕企业反映突出的资金周转困难、融资门槛

高、贷款期限不匹配等结构性突出问题,鼓励金融机构不断加强

续贷、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产品开发推广。

(五)持续降低企业融资负担。深入开展减费让利专项行动,

把推动降低融资成本作为让利实体经济、稳市场主体的突破口和

着力点,要求各银行机构逐行制定利率压降目标,引导利率不断

向全国平均水平靠拢。督促各银行机构加大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优

惠幅度,提高精细化定价水平,对因疫情暂时遇困行业企业金融

服务收费实施优惠政策,切实减轻民营、中小微企业融资负担。

今年3月,全省金融机构小微、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同比下降

4.75%。人民银行郑州中支加快普惠小微企业阶段性降低1%贷

款利率政策的落地,截止阶段性减息工作顺利完成时,符合要求

的普惠小微企业减息落实率达到100%。

(六)深化信用信息共享应用。出台 《河南省加强信用信息

共享应用促进中小微企业融资实施方案》,以省信易贷平台为核

心枢纽,协调接入省金融共享服务平台等22个各级和行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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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平台,形成上接国家、下联市县、横向贯通部门的全省一体

化中小企业融资信用服务台体系,完成纳税、不动产、水电气、

强制执行、公积金等22项信息归集,向各地各部门及金融机构

共享数据32亿条、接口查询超过6500万次。督促各银行保险机

构以数字化转型为契机,继续深化与省金融服务共享平台、“银

税互动”平台、“信豫融”平台及知识产权质押信息平台等联动

合作,充分利用内外部信息资源,拓宽融资服务场景,创新优化

融资模式,完善授信评审机制、信用评价模型、业务流程和产

品,丰富建设数字化运营服务体系和金融服务生态。截至2022

年末,省金融服务共享平台上线233款金融产品,各银行累计为

6.5万家企业放款9万笔、金额1530.81亿元。全省小微企业

“银税互动”贷款余额880.9亿元,较年初增加221.96亿元;贷

款户数7.25万户,较年初增加1.24万户;“信易贷”累计放款

达1200亿元,其中信用贷款828.61亿元。

二、下一步工作

总体上看,在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强力推动下,我省民营

企业和外贸企业金融支持力度持续加强。但受各种因素影响,企

业融资难问题依然突出。根据您提出的问题和建议,我们将突出

重点,精准施策,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加大外贸企业信贷投放。引导相关银行机构发挥金融

稳外贸主力军作用。进一步加大外贸企业信贷投放力度,有效满

足外贸企业融资需求,促进小微和民营市场主体全面复苏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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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二)强化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鼓励各金融机构围绕外贸

行业特点,创新优化金融产品与服务,不断提升金融产品服务与

外贸企业需求的匹配性,扩大外贸订单、出口信保保单、应收账

款质押等贸易融资规模,加强对有订单、有市场、有信用企业的

流动性支持。推动各金融机构依托省金融服务共享平台等持续优

化服务,加强数据应用,加快创新开发平台专属信贷产品,扩大

特色产品供给,完善线上金融超市。

(三)持续提升小微服务质效。督促银行保险机构优化服务

结构,提升重点领域服务精准度,强化首贷、信用贷、续贷、中

长期贷款支持,拓展小微企业保险保障渠道。努力确保新发放的

普惠小微贷款利率总体保持平稳,引导利率超过5%的机构继续

加大压降力度,做到 “能降尽降”。

(四)开展线上线下银企对接。持续深化线上常态化银企对

接,每周开展分专题金融产品宣讲直播和线上对接,创新方式方

法,进一步提高银企对接精准性和有效性。线下组织省级金融机

构开展省辖市专场银企对接,省市县联动,组成推介小分队,深

入县 (市)企业园区、产业集聚区、专业市场等,通过政策和产

品宣讲、发放贷款明白卡等方式进行现场对接,切实提升外贸企

业金融服务精准性和针对性。

(五)加强金融政策宣传力度。组织各地、各金融机构和新

闻媒体对金融政策及各金融机构支持市场主体创新产品、经验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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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王培可

联系电话:0371—69690895
联系单位: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