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亿元纾困上市公司
增加小微企业贷款
严厉整治不合理抽贷断贷……

宁波“精准滴灌”
支持民企发展壮大
记者 崔凌琳

继降本减负“新十条”、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25条”，以及优化营商环境“80条”等政策密集
出台后，26日，宁波市委、市政府又发布了《关于推
动金融高质量服务实体经济的实施意见23条》（以下
简称“23条”），打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组合拳，“精
准滴灌”支持民企发展壮大。

“23条”中，大招频现，对当前备受关注的一些问
题——包括银行不愿、不敢给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贷款，
抵押物不足令企业贷款难，企业经营遭遇银行抽贷、断
贷而难以为继，股市下跌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票质
押发生流动性困难等，均作了相应的政策安排。

“23条”值得关注的政策内容有：
在解决重点项目和制造业融资需求方面，政

策明确，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项目的支持
力度，力争制造业贷款年平均增速达10％。市发
改委、市经信委等行业主管部门要梳理基建类、
产业类重大项目和重点企业情况和融资需求，引
导各金融机构及时对接提供精准服务，杜绝对企
业融资“一刀切”。

在解决银行不愿、不敢贷款给小微企业方
面，政策要求明确授信尽职免责认定标准，引导
金融机构适当下放授信审批权限，将小微企业贷
款业务与内部考核、薪酬挂钩。对小微企业贷款
基数大、占比高的金融机构，给予监管正向激
励。从大型企业授信规模中拿出一部分，用于增
加小微企业贷款。金融监管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
将联合开展小微企业“无还本续贷”创新试点工
作。

在加大对民营企业贷款支持力度方面，努力
实现“一二五”目标，即在新增公司类贷款中，
大型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不低于1/3，中小型
银行不低于2/3，争取到2021年银行业金融机构
对民营企业的贷款占新增公司类贷款的比例不低
于50%。

在减轻企业贷款成本和压力方面，要求金融
监管部门严厉整治不合理抽贷、断贷，清理融资
多余环节和附加费用，严肃查处存贷挂钩等行
为。禁止向小微企业贷款收取承诺费、资金管理
费，严格限制收取财务顾问费、咨询费。金融机
构不得协商约定或强制设定条款进行贷款返存，
不得在发放贷款时捆绑或搭售理财、基金、保险
等其他金融产品。

在拓宽企业抵（质）押物应用范围方面，要
推广以应收账款、存货、机器设备、知识产权、
股权、排放权和节能量等为抵（质）押物的新型
融资方式。

在纾解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困难方面，组建由
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共同发起设立、规模为100
亿元的宁波市上市公司稳健发展支持基金，遵循
企业自愿原则，以股权投资方式，纾解行政区域
内优质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票质押流动性困难。

针对宁波制造业大市、
民营企业大市的实际，“23
条”首先强调优化信贷资
源，稳定制造业贷款规模，
加大信贷资源对实体经济的
投放力度。

除了加大对重点领域的
投放力度，力争制造业贷款
保持年平均增速达10％外，

“23条”要求配置信贷资源
向小微企业倾斜，单户授信
总额1000万元及以下小微企
业努力实现“两增”目标
（即单户授信总额 1000 万元
及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不低
于各项贷款的同比增速；贷
款户数不低于去年的同期水
平）。

此外，优化民营企业金
融服务，实现“一二五”目
标，在新增公司类贷款中，
大型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
不低于1／3，中小型银行不
低于2／3，银行业对民营企
业的贷款占新增公司类贷款
的比例不低于50％。合理控
制企业贷款综合成本，按照
提高资金管理水平、降低运
营成本、减免服务收费要
求，合理控制小微企业贷款
资产质量水平和贷款综合成
本水平。

配置信贷资源
向小微企业倾斜

“23条”强调，要优化金融
产品和业务的全流程管理，坚持
差异化发展、特色化发展，增强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金融机构要研发适合小微企
业的中长期固定资产贷款产品，
合理压缩获得信贷时间，建立贷
款办理全流程限时制度，按业务
类别对小微企业贷款办理时限作
出明确承诺；要拓宽抵（质）押
物应用范围，推广以应收账款、
存货、机器设备、知识产权、股
权、排放权和节能量等为抵
（质）押物的新型融资方式；要
充分发挥政策性融资担保作用，
提高政府性融资担保的倍数，支
持小微贷款的担保金额占比
60％，充分发挥金融资管功能，
化解“两链”风险，维护良好的
金融生态；积极稳妥实施资管新
规，妥善处理新老划断，促进市
场平稳过渡。

值得一提的是，“23条”鼓
励金融机构积极参与风险企业的
破产重整工作，推进市场化法制
化的破产重整及债转股，支持重
整企业合理的资金需求，创新重
整融资产品，加快信用修复。

推进市场化法制化
破产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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