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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河南省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豫金办发 〔2024〕86号 签发人:郭鸿勋

对河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第1091号建议的答复

胡亚萍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 “进一步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建议

收悉。感谢您对全省金融工作的关心和支持,经与省发展改革

委、人行河南省分行、河南金融监管局共同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强化政策引领

为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的意见》和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

见》,2024年5月,省委、省政府印发 《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壮大的实施意见》,提出31条促进民营中小微企业发展措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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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企业融资服务方面,提出银行业金融机构要提高服务民营企

业相关业务在绩效考核中的权重,引导金融机构用好国家科技创

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政策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及重点领域技术

改造和设备更新项目的金融支持等。在健全法治方面,提出依法

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构建民营企业源头防范和治理

腐败体制机制,持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完善监管执法体

系,健全涉企收费长效监管机制等。在改善公共服务方面,提出

完善融资支持政策制度,完善拖欠账款常态化预防和清理机制,

全面推行惠企政策免申即享,持续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全面落实

公平竞争政策制度,完善社会信用激励约束机制,完善市场化重

整机制,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等。在预警提示风险方面,提出加强

对重点民营企业的运行监测和预警等。

此外,金融管理部门还牵头制定了 《河南省 “一链一策一

批”中小微企业融资促进行动实施方案》《关于印发金融支持民

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十六条措施的通知》等文件,加大对民营中小

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截至2024年5月末,全省本外币小微

企业贷款余额18190.6亿元,较年初增加901.1亿元,同比增速

10.84%。

二、支持探索设立企业信用保证基金

省发展改革委推动各地设立了金融机构和其他市场主体共同

参与、共担风险的 “信易贷”风险缓释基金或风险补偿金,为中

小微企业融资增信。目前,全省各地累计设立 “信易贷”风险缓

—2—



释基金或风险补偿金超20亿元。

鼓励有条件的省辖市结合实际情况,探索设立企业信用保证

基金。鼓励搭建商会融资助贷载体,在全省商会推广 “银行+商

会+担保+民企”助贷模式。

三、开展多层次政金企对接活动

省委金融办聚焦全省七大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重点产业链,

2024年向金融机构集中推介585个重点企业清单,截至5月末已

投放2298.3亿元。启动运行 “金融会客厅”机制,2024年已举

办先进铝基材料、纺织服装、超硬材料、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

装备、冷链食品和酒饮品、休闲食品和预制菜等7期重点产业链

专项银企对接,累计为53家企业逐一协调融资难题,投放52.5

亿元。人行河南省分行组织专项政银企对接活动,推动银企签约

超5000亿元。联合发改等多部门分别建立相关领域白名单,推

送金融机构开展常态对接,并在全省建立 “人民银行+金融机构

+包联企业”对接机制。河南金融监管局常态化开展 “行长进万

企”活动,截至2023年末,累计走访企业10.66万家,为5.35

万家企业提供授信1.67万亿元,当年实现贷款投放1.18万亿

元;累计解决企业问题5.14万个。

四、加大资本市场培育力度

一是加强企业上市培育。出台 《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

量的实施意见》。与深交所和全国股转公司分别共建深交所河南

服务基地和新三板河南服务基地。遴选986家科技创新能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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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性较好符合条件的企业纳入资源库重点培育。组织沪深北交

易所专家对各地市拟上市企业进行会诊辅导,近年来走访调研超

百余家次。畅通 “绿色通道”协调机制,帮助多家企业协调解决

上市挂牌过程中的权证办理、项目审批、环评手续、历史遗留等

问题。加大后备企业培训,开展 “手拉手结对子助力”、资本市

场论坛交流会等数十场活动。2021—2023年,我省新增境内外

上市公司34家,境内外上市公司实现股票市场融资648.24亿

元。二是推动企业扩大债券市场融资。通过完善发债企业后备

库、加强与沪深交易所沟通协调、强化业务培训、举办系列活动

和座谈、强化债券风险管理等工作,2021—2023年我省债券市

场实现融资9572.64亿元。

五、加强差异化信贷供给

河南金融监管局指导各银行业机构突出差异化定位,形成有

序竞争、各有侧重的信贷供给格局。全国商业性银行分支机构坚

持将小微金融纳入长期发展战略,做深做实专业服务机制,进一

步发挥资源、技术优势,深挖服务潜力,实现规模经济。地方法

人银行机构坚守支持小微、服务地方的定位,将服务小微企业与

自身改革化险、强化公司治理有机融合,充分利用自身软信息优

势,探索构建有效的小微企业服务模式,筑牢本地小微企业客户

基础。持续深化农信社改革,系统性重塑农信社体系,推动加快

构建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坚守支农支小定位,建立健全风险防控

体系,全面提升经营管理和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4—



六、强化金融科技运用

引导银行机构综合运用大数据等金融科技手段,通过数据积

累、人工校验、线上线下交互等方式,拓宽融资服务场景,完善

授信评审机制、信用评价模型、业务流程和产品,优化民营小微

企业融资服务模式。聚焦行业、区域资源搭建数字化获客渠道,

提升批量获客能力和业务集约运营水平,同时注重线上线下融合

发展,探索形成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的小微金融服务模式。

七、创新金融产品服务

针对民营小微企业抵质押物不足等融资难问题,金融管理部

门指导金融机构创新特色金融产品服务,推出 “积分贷”“科技

人才贷”“认股权贷”香菇贷”“花椒贷”“环保贷”“节水贷”等

产品;推广线上信用类、“随借随还”类信贷产品,推动 “科技

贷” “专精特新贷”扩面增量。支持金融机构探索将碳排放权、

排污权等环境权益纳入融资抵质押担保范围。指导金融机构主动

对接产业链核心企业,通过应收账款保理及质押、订单贷款、预

付款融资等方式,为上下游企业提供融资支持。截至2023年末,

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服务全省动产担保登记8.88万笔,

中征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促成全省应收账款融资1899笔、

762.23亿元。引导金融机构合理确定民营小微企业贷款利率,

进一步规范服务收费,主动承担押品评估费、抵押登记费等费

用。截至2023年末,全省当年新发放的小微企业贷款加权平均

利率4.42%,同比下降0.52个百分点;其中新发放的普惠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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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4.76%,连续五年保持下降趋势。

八、建立健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2024年7月,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 《河

南省引导和鼓励民营企业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工作方案》,明

确提出建立包括专精特新、创新型、科技型等中小企业在内的企

业培育库,开展专题培训交流,建立专家服务团队实施诊断指导

服务,深化人才、数字化技术、金融资源、惠企政策等关键要素

供给赋能,优选典型标杆企业形成示范效应等。

九、改善企业信用环境

省发展改革委牵头构建全省一体化信用融资平台体系,截至

2024年4月末,平台网络累计注册企业351.91万家、入驻金融

机构582家、放款总额1.15万亿,其中信用贷款5606.56亿元。

建立完善信用信息归集共享机制。我省在全国率先编制完成省市

县三级统一的公共信用信息目录,囊括7300个权责清单和公共

服务事项清单,实现纳税、社保等50多个领域信用信息归集。

省信用信息平台已与13家金融机构签署信用信息共享协议,累

计共享信用信息超过46亿条。建立 “信易贷”企业白名单认定

机制,累计向金融机构共享2.22万家白名单企业,其中4471家

白名单企业获得授信317.86亿元,获贷219.79亿元。同时,建

立 “信易贷”宣传推广机制和督导考核制度,提升工作开展质

效。

再次感谢对全省金融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希望今后继续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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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李伶俐

联系电话:0371—69690868
联系单位:中共河南省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