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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信贷
环境效益逐步显现

绿色金融引导更多资金服务可
持续项目，成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
要支撑。“这个项目用于改善丹北
镇、访仙镇宕口片区生态环境，包括
地质灾害防治、宕底废弃地治理、植
被与地貌景观恢复等内容，进而进
一步保障长江生态功能逐步恢复。”
丹阳市宕口整治工程项目负责人表
示。该项目主要针对丹阳市丹北
镇、访仙镇的 21个废弃露天矿山宕
口进行整治，项目涉及生态修复总
面积约 88万平方米，南京银行镇江
分行为该项目发放绿色贷款超亿
元。

在“双碳”背景下，绿色金融已
成为银行业改革发展、转型升级的
重要方向。南京银行镇江分行深入
贯彻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扎实践行
绿色经济发展责任担当，积极参与
绿色金融项目合作，截至 6月末，南
京银行镇江分行绿色金融贷款余额
达 49.15 亿元，较上年净增 13.26 亿
元。

金融机构通过梳理并对接辖内
符合绿色产业、绿色项目的企业，精
准了解企业融资需求。邮储银行镇
江市分行通过“贴现+再贴现”模式
给予一定贴现利率支持，扩大绿色
金融支持力度，有效降低绿色企业
融资成本。同时充分利用人行再贴
现工具，发挥再贴现精准滴灌功能，
全力推动绿色再贴现业务，以多元
创新举措推进绿色金融的高质量发
展。

绿色金融
“贷”动低碳发展

我市金融机构扛起助推绿色
发展的责任担当，全力推动绿色金
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助力全市高质
量发展。今年 4月，我市发布《镇江
市“金山绿金”计划 2022 年度行动

方案》，围绕推进工业企业绿色升
级，加快农业领域绿色发展，推动
能源体系绿色转型和促进绿色低
碳技术进步等重点领域，充分发挥
货币政策的导向作用，引导全市金
融机构实现绿色融资规模持续增
长。

方案执行 4 个月以来，全市各
金融机构正积极行动，持续推进对
绿色企业、绿色项目的融资支持力
度。今年，我市评选出 2021年度镇
江市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金山
绿金”计划十大创新项目，邮储银行
镇江市分行“镇绿通”、镇江农商银
行“苏碳融”、江苏银行镇江分行
EOD项目等入选。

为增加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供
给，这些项目聚焦低碳零碳项目、碳
减排和碳捕集、长江大保护、污染防
治、生态环境治理、清洁能源、节能
环保、绿色工厂等需求，最终推动

“环保贷”“节水贷”“光伏贷”“绿碳
贷”等绿色信贷产品准确对接，通过
绿色金融“贷”动我市低碳项目的发
展。

绿色平台架起
银企政合作桥梁

“金山绿金”计划发布不久后，
全市第一批金融助企“白名单”随即
发布，30家企业入选绿色金融“白名
单”。这些绿色企业入选“白名单”，
进一步构建绿色金融服务平台。这
些企业将享受到银行给予的优先授
信、优惠利率、优质服务、优先量身
定制金融产品等“四优”金融支持。

江苏银行镇江分行根据要求，
从授信方案、产品设计、利率优惠等
方面，发挥在绿色金融业内的领先
优势，提供“绿色＋”系列融资解决
方案；中行镇江分行加快资产业务
结构优化，争当绿色、科技金融首选
银行，全市首批 30 户绿色企业，中
行镇江分行合作率达到 70%，全行
绿色信贷较年初新增22.53亿元，增
幅68.25%。

新华社北京8月 17日电
截至 6 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市
场主体 1.61亿户，较 2021年底
增长 4.4%。其中企业 5038.9
万户，增长 4.1%；个体工商户
10794.1万户，增长4.6%。

这是记者 17 日从市场监
管总局获悉的。今年一季度全
国新设市场主体增长 7.5%，4
月份受超预期因素影响增速下

跌，在稳住经济大盘一揽子政
策措施作用下，5 月增速恢复
至1.4%，6月增速达19.7%。

今年1至6月，全国新设市
场主体 1454 万户，同比增长
4.3%。从结构上看，新经济新
业态市场主体增长较快，增幅
明显高于总体水平。今年1至
6 月，全国新设新技术、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企业 229.7

万 户 ，占 新 设 企 业 总 量 的
54.2%，其中现代农林牧渔业、
新型能源企业增速均超 30%。
数字核心产业企业增速抢眼，
上半年新设 60.4万户，同比增
长 20%；截至 6月底，全国登记
在 册 数 字 核 心 产 业 企 业 达
509.5 万 户 ，占 全 部 企 业 的
10.1%。

全国登记在册市场主体已突破1.6亿户

服务绿色金融 践行“双碳”目标

上半年，我市绿色贷款余额增幅高于全省
本报记者 俞佳融 本报通讯员 刘天辰

镇江作为全国低碳试点城市，从“镇江试点”到“镇江经验”，正在
绿色低碳发展的道路上勇当“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践者、先行
者。人行镇江市中心支行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市累计办理
绿色再贴现 11.79 亿元，绿色贷款余额 728.72 亿元，同比增长
64.77%，高于全省增幅。

8月15日，民众在日本东京一处地下购物中心购物。日本财务省17
日公布的贸易统计结果显示，由于原油等进口商品价格高企以及日元大
幅贬值，日本连续12个月出现贸易逆差，7月贸易逆差达1.44万亿日元（1
美元约合134日元），创历史同期新高。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8月 17日电
财政部 17日发布数据显示，今
年前 7 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 124981亿元，扣除留抵
退税因素后增长 3.2%，按自然
口径计算下降9.2%。

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 57441 亿元，扣除留抵退
税因素后增长 2.1%，按自然口
径计算下降 11.2%；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67540 亿
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
4.1%，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
7.6%。全国税收收入 102667
亿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

长 0.7%，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
13.8%；非税收入 22314 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9.9%。

从主要税收收入项目来
看，今年前7个月，国内增值税
23656 亿元，扣除留抵退税因
素后下降 0.2%，按自然口径计
算 下 降 42.3% ；国 内 消 费 税
10602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1%；企业所得税 35047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2.6%；个人所
得税 908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 8.9%；进口货物增值税、消
费税 11824 亿元，比上年同期
增长 13.3%；关税 1683亿元，比

上年同期下降3.4%。
财政支出方面，今年前 7

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4675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6.4%。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
算本级支出 18473 亿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 6.4%；地方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 128278亿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6.4%。

此外，数据显示，今年前 7
个月，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
入 33384 亿元，比上年同期下
降 28.9%；全国政府性基金预
算支出 64062 亿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29.8%。

新华社北京8月 17日电
记者 17 日从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了解到，《建筑工人实名制管
理办法（试行）》部分条款于近
日修改。修改后的管理办法规
定，全面实行建筑工人实名制
管理制度。建筑企业应与招用
的建筑工人依法签订劳动合
同，对不符合建立劳动关系情
形的，应依法订立用工书面协
议。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通
知称，为了进一步促进就业，保
障建筑工人合法权益，两部门
决定修改《建筑工人实名制管
理办法（试行）》部分条款。

修改后的第八条为：“全面
实行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制
度。建筑企业应与招用的建筑
工人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对不
符合建立劳动关系情形的，应

依法订立用工书面协议。建筑
企业应对建筑工人进行基本安
全培训，并在相关建筑工人实
名制管理平台上登记，方可允
许其进入施工现场从事与建筑
作业相关的活动。”

此外，将第十条、第十一
条、第十二条和第十四条中的

“劳动合同”统一修改为“劳动
合同或用工书面协议”。

新华社北京8月17日电
记者17日从工信部获悉，工信
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
知，部署开展财政支持中小企
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工作，提出
从2022年到2025年，中央财政
计划分三批支持地方开展中
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提升
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服务中
小企业能力，打造一批小型
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的
数字化系统解决方案和产品，
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数
字化转型典型模式，围绕 100

个细分行业，支持 300 个左右
公共服务平台，打造 4000 至
6000 家“小灯塔”企业作为数
字化转型样本。

通知明确，将制造业关键
领域和产业链关键环节的中
小企业作为数字化转型试点
的重点方向，重点向医药和化
学制造、通用和专用设备制
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运输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和器
材制造、计算机等行业中小企
业倾斜。同时，培育一批扎根
细分行业、熟悉中小企业需求

的服务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
转型咨询、诊断评估、设备改
造、软件应用等数字化服务。

通知提出，要提升政策效
能，发挥中央财政资金引导带
动作用，鼓励地方政府在政策
扶持、优化环境等方面对中小
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予以倾
斜支持。同时明确，中央财政
安排奖补资金支持服务平台，
由服务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
数字化改造服务。其中，2022
年拟支持 100 个左右服务平
台。

前7个月财政收入
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3.2%

工信部、财政部部署开展
财政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

我国全面实行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