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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当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取得哪些成
效，面临哪些困难？

答：近年来，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国际形势
多变，银保监会引导督促银行保险机构服务实
体经济，出台了很多支持政策，比如，为中小微
企业和外贸企业实施延期还本付息超过 6.6万
亿元，缓解了企业的流动性困难。今年，我们继
续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继续提出普惠型
小微企业贷款“两增”要求和首贷户目标，推动
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引导做
好延期还本付息政策接续等，取得了一些成效。

一季度，境内各项贷款新增8.6万亿元，同比
多增4455亿元，信贷投放总量持续增加。制造
业贷款新增 1.8万亿元，为去年同期增量的 1.7
倍。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20.6万亿元，同比
增长22.6%。高技术产业贷款余额超7万亿元。
由此看出，我们整个信贷结构在持续优化。

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方面，一季度新发放的
企业类贷款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较年初
均下降0.2个百分点以上。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银行业保险业在支持
实体经济发展，特别是助企纾困方面，还存在不
少困难：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加剧经济下行压
力，许多企业生产经营陷入困境甚至停顿，融资
以维持现有流动性为主，新增或扩大融资意向
不强，有效融资需求明显萎缩。特别是进入 4
月以来，这种情况尤为突出。另一方面，一些受
疫情影响严重地区、行业的企业，停工停产时间
较长，经营收入不稳定，难以按期偿还银行贷
款，银行机构的不良贷款反弹压力较大。

对于这些困难，我们正在联合有关部门积
极商讨对策。下一步，我们将引导银行业保险
业抓紧落实已确定的各项金融政策，增加和改
善金融供给，鼓励拨备水平较高的大型银行及

其他优质上市银行有序降低拨备覆盖率，释放
更多信贷资源。此外，充分发挥保险资金长期
投资优势，有针对性地解决好“长钱短配”问题，
进一步压缩非标资产比例；建立健全保险资金
长周期考核机制，丰富保险资金参与资本市场
投资的渠道，鼓励保险资管公司加大组合类保
险资管产品发行力度，引导将更多资金配置于
权益类资产。

信贷投放总量增加、结构优化

在格力电器（南京）有限公司，员工在生产车间忙碌（4月2日摄）。 新华社发

千方百计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助企纾困稳住宏观经济大盘

——访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梁涛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当
下，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不少企业
经营困难，银保监会采取了哪些
措施助企纾困、稳定宏观经济大
盘？银行业保险业风险形势如何？
如何应对外部复杂环境对我国经
济金融带来的影响？中国银保监
会副主席梁涛日前接受了新华社
记者采访。

问：当前受国际安全局势、美联储
加息、疫情反复等因素影响，内外部环
境更趋严峻复杂。这对我国经济和金
融行业将带来什么影响？需要如何应
对以防范可能带来的风险？

答：当前国际形势充满不确定性，
全球尚未走出疫情阴霾，复杂严峻的外
部环境会对我国经济金融造成一定不
利影响。欧美发达经济体的紧缩政策，
可能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和人民币汇
率形成一定压力；俄乌冲突、疫情反复
等因素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升我国进口
原材料价格、加大外部需求的不确定
性，给中小微企业带来压力。所以，金
融体系安全稳健运行对稳定经济大盘、
畅通经济循环至关重要。

我国经济基本面良好，经济韧性较
强，内生增长潜力巨大，长期向好的局面
不会改变。从一季度金融情况看，我国
银行业保险业保持稳健运行，风险总体
可控。银行业不良贷款率1.79%，保持合

理水平，银行机构继续加大不良资产处
置力度，一季度共处置近6000亿元；银行
业拨备余额7.3万亿元，商业银行资本净
额28.3万亿元，资本充足率15%。保险
公司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核心偿付能
力充足率都保持较高水平。银行保险机
构整体风险抵御能力较强。

同时，重点领域风险处于可控水
平。房地产信贷投放总体稳定，房企开
发贷款连续3个月环比正增长，有序满
足房地产合理融资需求。房地产贷款
不良率明显低于全部贷款，风险整体可
控。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风险也得到
较好控制。

下一步，银保监会将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发展，监管政策靠前发力，有效
稳定经济大盘。

一是继续加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
的力度。针对经济运行中的堵点，银保
监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从服务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强化支持小微企业发

展、加强新市民金融服务、支持货运物
流保通保畅等方面发力，进一步增强融
资供给。后续将抓紧落实已出台政策，
积极研究新政策，稳定经济大盘。

二是坚决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督
促银行保险机构做好风险研判，强化风
险管理，有效应对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变
化的冲击。抓紧研究完善相关法规和
机制安排，进一步充实金融稳定保障基
金，发挥保险保障基金和信托业保障基
金在风险处置中的积极作用，筑牢织密
金融安全网。

三是积极推动资本市场长期健康
稳定发展。指导银行保险机构积极探
索跨周期投资模式，践行价值投资、专
业投资和长期投资理念。发挥保险资
金长期投资优势，引导保险机构将更多
资金配置于权益类资产。扩大专属商
业养老金融产品试点，持续培育壮大商
业养老金融机构投资者队伍。

据新华社北京5月9日电

银行保险机构整体风险抵御能力较强

问：下一步，银保监会在助企纾困、
应变克难方面有哪些支持举措？

答：银保监会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
央“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
全”的部署要求，以超预期力度抓好各
项工作落实。

一是加大对小微企业和乡村振兴
的贷款支持力度。发挥监管逆周期调节
作用，在过去几年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
增长迅速的基础上，继续明确普惠型小
微企业贷款增速、户数“两增”目标，其中
今年国有大型银行新增普惠型小微企业
贷款要达到1.6万亿元，城市商业银行明
显提升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占比。引导
银行提高小微企业贷款中首贷和信用贷

占比，继续降低贷款利率。加强新市民
金融服务。确保涉农信贷稳定增长，要
求银行向产粮大县和160个国家乡村振
兴重点帮扶县倾斜信贷资源。

二是帮助困难行业渡过难关。引
导督促银行保险机构对餐饮住宿、零售、
旅游文化、交通运输等受疫情影响比较
严重的行业，在市场化原则下主动做好
贷款授信、保险理赔等服务，加大对困难
行业的金融资源倾斜力度。要求银行不
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对符合条件的
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合理续贷、展
期、调整还款安排，不影响征信记录，并
免收罚息。引导保险机构为企业因疫情
原因停工停产造成的财产损失、营业中

断造成的利润损失等提供保险保障。要
求银行保险机构为货运物流保通保畅提
供有力支持，合理调整货车司机汽车贷
款、个人住房按揭等还款安排。鼓励保
险公司积极发展货物运输保险、道路货
物运输承运人责任保险等。

三是加强对受疫情影响重点地区
的金融服务保障。对于受疫情影响较
为严重的地区，如上海、吉林等地，我们
指导当地银保监局因地制宜出台更有
针对性的助企纾困举措，协调解决当地
行业、企业和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引
导督促银行保险机构通过互联网、电话
热线等渠道，全力保障金融服务畅通，
支持力度不减。

加大对困难行业、重点地区的金融资源倾斜力度

5月1日，工人在哈电集团哈尔滨电机厂有
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作业。

今年以来，黑龙江积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实施产业振兴行动计划，多措并举
加快经济增长，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一季
度同比增长8.1%，增速高于全国平均增幅1.6
个百分点。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