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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23 家

金融单位组织系统内 93 万余

人参与定点帮扶，累计向定

点扶贫县派驻挂职干部 369

人 ； 直 接 投 入 资 金 13.47 亿

元，投入贷款、基金、风险

保 障 金 等 行 业 扶 贫 资 金

330.96 亿元，帮扶 66 个国家

级贫困县的312万人脱贫——

充分发挥政策、资金、信息、人才等专业优势，帮扶86.6万户312万人脱贫——

精准扶贫彰显金融“价值”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果静

在日前召开的中央金融单位定点扶
贫工作推进会上，一组数据展现出近年
来金融定点扶贫的成效：党的十八大以
来，23家金融单位组织系统内93万余人
参与定点帮扶，对口帮扶 66个国家级贫
困县，其中深度贫困县 19 个，目前已累
计脱贫 86.6 万户 312 万人，为加快定点
帮扶区县脱贫攻坚进程作出了重要贡
献。

“要发挥作为金融单位的优势和特
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在会上
指出，要突出“用金融的手段干好扶贫工
作”的特色，让定点帮扶的“责任田”在脱
贫攻坚中体现金融特点，打上金融的烙
印，彰显金融的价值，成为“金融政策落
地、金融普惠实现、信用价值彰显、风险
防范有效”可复制可推广的金融脱贫“示
范田”。

引入专业人才

如何让精准扶贫打上金融“烙印”？
近年来，各项金融扶贫的政策不少，但到
实际落地时，却面临不少看不懂、不会用
的问题。正因如此，中央金融单位定点
扶贫以选派优秀人才挂职扶贫为关键，
充分发挥其在扶贫一线的桥梁和纽带作
用，帮助贫困县谋划发展战略、转变思想
观念、协调资金项目，确保各项金融扶持
政策落得实、用得活。

在贵州省锦屏县亚狮龙产业园一期
厂门口，一说起县里如今发展得红红火
火的鹅产业链，锦屏县副县长闵启富就
打开了话匣子。他介绍，中国农业发展
银行定点扶贫 3 人小组来到锦屏后，引
入了全球最大的羽毛球生产供应商——
南京亚狮龙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到锦屏投
资建厂。

目前，锦屏已经形成鹅养殖、屠宰、
农副产品加工、饲料加工、羽毛球生产
等主产业链及延伸到下游球头生产、体
育用品生产产业链等，再到举办体育赛
事、建设康养度假胜地等产业。“这一产
业链计划可实现带动贫困户 1200 户
4580 人增收脱贫，对当地社会经济发
展、产业脱贫起到极大的助推作用。”闵
启富说。

如今，86.6 万户 312 万人脱贫的成
绩离不开这些金融专业人才的努力。人
民银行先后选派 8名优秀中青年干部到
定点县挂职、进出口银行 17名干部到贫
困地区挂职，并形成了职责清晰、分工明
确的扶贫工作机制等。

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23家金
融单位组织系统内 93 万余人参与定点
帮扶，累计向定点扶贫县派驻挂职干部
369 人；直接投入资金 13.47 亿元，投入
贷款、基金、风险保障金等行业扶贫资金
330.96 亿元；帮助引进扶贫龙头企业
114 家，投资 25.31 亿元，带动贫困人口
13.6万人。

双向人才交流机制的建立，还为贫
困县培养了不少金融扶贫人才。银保监
会推动实施双向挂职，建设“农村青年创
业金融服务站”、举办金融扶贫论坛；国
开行向 4 个扶贫定点县派驻 1 名挂职
干部的同时，接受定点县 3 名干部到国
开行交流挂职，这一系列双向人才交
流机制的建设，也为当地培养和储备
了一批金融人才。数据显示，党的十八
大以来，23家金融单位共培训基层干部、
创业致富带头人、专业技术人员等共计
8.9万人。

创新帮扶模式

产业扶贫是各贫困县脱贫的关键，
在为贫困县引入优质产业的同时，更需
要思考的是如何提升脱贫质量，实现可
持续脱贫。

党的十八大以来，23 家金融单位充
分运用政策、资金、信息、技术密集的优
势，发挥金融平台作用，不断探索新模
式、创造新机制，将金融扶贫与发展当地
产业紧密结合起来，完善利益联结机制，
增强贫困地区产业造血动能。

锦屏县华敏提子种植示范基地正是
金融扶持特色产业助推脱贫攻坚的典型
案例。锦屏县金融办副主任、农发行挂
职干部周颖力介绍，2012年4月份，在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129.5万元“摇钱树小额
农户”信贷资金的支持下，村民龙立敏等
4 个创始股东组建了华敏提子种植农民
专业合作社，吸纳村民以现金、土地等资

产入股，流转土地 40 亩，尝试发展提子
种植产业。2016 年以来，农发行共投入
145万元定点帮扶资金，成功帮助该合作
社提高产量、扩大规模。

目前，华敏提子合作社共带动贫困
户21户共72人就业，带动贫困户就业人
数占全村贫困户的 91%。周颖力介绍，
在继续保持现有帮扶成效的基础上，合
作社还拟定了 3 年发展滚动计划，即
2018 年至 2020 年，每年多带动建档立
卡的贫困户 10 户，共计 30 户，人均年收
入达到4500元以上。

金融机构帮助贫困县搭起了招商引
资平台。如中国银行通过举办“中小企
业跨境投资与贸易合作洽谈会”，共吸引
来自 19 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 余家海外
企业以及陕西省内 500 家中小企业参
会。在中国银行撮合下，陆续有蒙驴牧
业、绿平果业、鹏远肠衣等公司在陕西咸
阳投资建厂。

在积极助力产业扶贫的同时，金融
单位还创新帮扶模式，为当地筑起“风险
屏障”。银保监会发挥保险保障功能，因
地制宜开展特色农产品价格指数保险，
协调保险机构开展马铃薯、红胡萝卜价
格指数保险工作，建立农产品价格波动
风险分散转移机制，稳定种植户收入预
期，为产业扶贫提供进一步的风险保障。

金融产品“量身定制”

66个贫困县既有共性，差异更不少，
在为其拓宽资金来源的同时，金融扶贫
更须因地制宜，为贫困县找出最优脱贫
方案。

党的十八大以来，23 家金融单位立
足行业优势，充分发挥政策、资金、信息、
人才等专业优势，结合定点县脱贫攻坚
实际，为定点县量身设计金融产品，放宽
准入门槛，降低融资成本，使金融活水精
准滴灌。

针对定点贫困县缺资金的状况，人
民银行实施“金融+”政策帮扶体系，用好
用活扶贫再贷款、定向降准等货币政策
工具，打造“扶贫再贷款+”模式，与财政
贴息、产业扶贫、小额信贷等紧密衔接，
充分发挥政策撬动作用。截至目前，人

民银行累计向 2个定点县区投放扶贫再
贷款 6.2 亿元，引导发放涉农贷款 17.17
亿元。同时，向陕西宜君县农信社定向
降准 1个百分点，降低融资成本，保障扶
贫资金供给，引导金融机构开展金融服
务模式和产品创新，积极为脱贫攻坚提
供精准信贷投放。

“保险+期货”在服务“三农”和脱
贫攻坚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利用
现代化金融工具有效稳定农业生产、保
障农民增收的重要探索。近年来，证监
会稳步扩大“保险+期货”试点。针对
贫困地区苹果价格波动大、不透明的问
题，郑州商品交易所于 2017 年 12 月份
正式推出苹果期货，开辟了期货服务实
体经济的新领域，通过市场机制延长产
业链，对冲了市场波动的风险，有效分
散转移苹果种植和经营风险，促进生产
经 营 者 提 高 收 益 稳 定 性 ，服 务 脱 贫
攻坚。

接下来，刘国强表示，要让定点扶贫
成为“金融政策落地”的“示范田”，成为

“金融普惠实现”的“示范田”，成为“信用
价值彰显”的“示范田”，成为“风险防控
有效”的“示范田”。金融单位要统筹运
用扶贫再贷款、再贴现、定向降准等货币
政策和信贷政策，综合运用贫困地区符
合条件企业 IPO“即报即审、审过即发、
审过即挂”以及发行扶贫票据、社会效应
债券等资本市场融资政策和工具，积极
发展农业保险，提高贫困地区农业风险
保险水平，推动运用好扶贫小额保险、农
房保险等保险政策，有效衔接财政、产业
等各项政策，实现金融政策在扶贫地区
的有效落地，发挥好 1+1>2 的政策协同
效果。

同时，刘国强还强调，各金融单位要
坚持金融支持和风险防范两手抓，在增
加金融资源投入的同时，高度关注扶贫
领域潜在金融风险，充分运用农业信贷
担保体系，增强政府性融资担保风险分
担能力，推动地方政府有效整合各类财
政涉农资金，加大扶贫贷款贴息力度，建
立风险补偿基金和担保基金，合理设置
风险分担比例，打消金融机构对贷款质
量的担忧，增强信贷投放的积极性，实现
高质量可持续脱贫。

今年前三季度，共有7家险企获批发
行 10 年期资本补充债券，总计不超过
445 亿元。其中，中国人保及其子公司人
保寿险获批发行资本补充债券的规模较
大，合计不超过300亿元。对此，有市场分
析指出，险企通过发债补充资本，旨在提
高偿付能力充足率，促进调整业务结构，
优化产品服务，助力公司转型升级。

“在全行业持续防风险、严监管、
调结构的形势下，保险行业自身正在发
生积极变化，偿付能力充足率保持在合
理区间，并较高位运行，战略风险和声
誉风险均呈现向好趋势。但是，当前外
部环境正发生较大变化，各种外部冲击
对保险业构成严峻挑战，防范和化解重
大风险依然是保险监管的首要任务。”
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传统大型保险公司依靠深耕行业多
年的经验和较强的综合实力，及时优化
公司业务结构，提升服务水平，稳占一
定的市场份额。不过，部分中小险企随
着业务拓展资本消耗加大，同时公司资

源、人才、规模相对较弱，在面对日益
激烈的行业竞争中，承保亏损不断加
剧，企业利润出现明显下滑，偿付能力
频频亮起黄灯，亟需补充资本缓解偿付
能力压力。”某保险公司业务经理说。

据悉，保险公司补充实际资本、改
善偿付能力有多种渠道，包括股东投
入、盈利积累、发行债务性资本工具和
保单责任证券化产品等。其中，发行资
本补充债券的条件相对严格，一般是大
型险企的主要选择。按照 2015 年央行
和原保监会联合下发的 《保险公司发行
资本补充债券有关事宜》 规定，申请公
开发行资本补充债券的保险公司必须满
足 5 项明确的要求：包括良好的公司治
理机制；连续经营超过 3 年；上年末和
最近一季度净资产不低于 10 亿元；偿
付能力充足率不低于 100%；最近 3 年
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险企资本补充债券出炉后，2015年
有 13 家保险公司获批，累计发债规模
801 亿元；2016 年规模大幅减少，仅有

4 家保险公司获批发债 295 亿元；到
2017 年，这一数字又增加至 349.5 亿
元。今年以来，我国保险公司境内新发
债务规模再度大幅回升。

从今年不同险企发债规模来看，保
险集团发行规模最大，人身险公司发行
规模次之，财险公司再次之。从债券类
型来看，上述险企发行的均为10年期可
赎回资本补充债券。

除了大型保险公司，一些中小险企
也寄望于此渠道获得补充资本。例如，
今年已有农银人寿获批发行不超过35亿
元资本补充债券，英大泰和财险获批发
行不超过15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中英人
寿获批发行不超过25亿元，幸福人寿获
批发行不超过30亿元等。

“资本补充债可在央行的监督管理
下，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和交易，这
种方式保险公司无需付出流动性溢价，
融资成本较低，加之可以在二级市场交
易，交易灵活，投资者更加活跃，自然
不少险企会优先选择此方式筹资。”业内

人士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从今年三季度的债

券跟踪评级结果来看，中债资信等评级
机构对16家险企存续期债券出具的评级
结果均为“稳定”。

从目前国内险企存续期债券的整体
情况来看，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近期
发布的 《2018 年下半年中国保险行业
信用风险展望》 表示，截至 2018 年 6
月 末 ， 我 国 保 险 公 司 存 续 债 券 共 64
只，包含 39 只次级定期债券 （含次级
定期债务，下同） 和 25 只资本补充债
券，合计存续规模 2249.43 亿元；除 1
只次级定期债券期限为 15 年期外，其
余 63只债券的期限均为 10年期。

从债券到期期限分布来看，2024
年至 2026 年，以及 2028 年将是债券到
期的高峰期，到期规模分别为 356.03
亿 元 、 654 亿 元 、 440 亿 元 和 420 亿
元，占存续债券总规模的比重分别为
15.83% 、 29.07% 、 19.56% 和 18.67% ，
到期分布结构相对分散。

前三季度共有7家险企获批发行10年期资本补充债券，总计不超过445亿元——

险 企 发 债 缓 解 偿 付 压 力
本报记者 李晨阳

江西省崇仁县桃源

乡朗源村贫困户朱运龙

在自家屋后山坡上建起

养鸡场。今春，他在县

银监办协调下到当地农

商行贷款 2 万元，养殖

麻鸡 5000 羽，赚了 1 万

多元。该县银监办指

导当地金融部门向贫

困户推广免抵押、免担

保5万元内扶贫小额信

用贷款，解决其发展产

业面临的融资难问题。

目前已向1397位贫困群

众发放扶贫小额贷款

3497万元。孙 杰摄

本报讯 记者温济聪报道：2018 年 9 月 13 日至 10
月 18 日，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已连续 20 个交易
日每日收盘价均低于股票面值（1 元）。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4.4.11条的规定，公司股票自
10月19日开市起停牌。深交所已启动中弘股份股票终
止上市程序，将自公司股票停牌起15个交易日内作出公
司股票是否终止上市的决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深交所作出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后5个交易日届满
的次一交易日起，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退市整理期
的期限为30个交易日。

深交所启动中弘股份终止上市程序

本报讯 记者董碧娟报道：财政部近日发布消息称，
亚洲开发银行执董会近期批准了湖南省湘江流域存量垃
圾综合治理及固废处理项目。该项目为主权贷款项目，
总投资额为 16.2 亿元人民币，其中亚行贷款 1.5 亿美
元，期限25年，包含5年宽限期。

据了解，该项目计划建设内容涉及6个方面，旨在解
决湘江流域 10 个县和县级市城市固体废弃物带来的环
境挑战和基础设施需求，是我国首个聚焦城市固体废弃
物治理贷款项目，具有很好的示范效应。

亚洲开发银行贷款1.5亿美元

湘 江 流 域 环 保 治 理 项 目 将 启

近期，并购重组迎多项
利好。IPO被否企业筹划重
组上市间隔期从3年缩短为
6 个月，新增并购重组审核
分道制豁免/快速通道产业
类型，支持优质境外上市中
资企业参与 A 股上市公司
并购重组，继续深化并购重
组市场化改革……两日内，
证监会四提并购重组，引起
资本市场广泛关注。

10 月 20 日晚间，证监
会发布重磅消息称，IPO 被
否企业筹划重组上市间隔期
从 3 年缩短为 6 个月。证监
会新闻发言人常德鹏表示，
为防止部分资质较差的IPO
被否企业绕道并购重组登陆
资本市场，前期证监会发布
相关问题与解答，对 IPO 被
否企业筹划重组上市设置了
3 年的间隔期要求，并强化
信息披露监管。这一做法对
防范监管套利、维护市场秩
序起到了积极作用。考虑到
IPO 被否原因多种多样，在
对被否原因中的问题作出整
改后，不乏公司治理规范、盈
利能力良好的企业，利用资
本市场发展壮大的愿望非常
强烈。为回应市场需求，统
一与被否企业重新申报IPO
的监管标准，支持优质企业
参与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推
动上市公司质量提升，证监
会将IPO被否企业筹划重组
上市的间隔期从3年缩短为
6 个月。证监会将继续深化
并购重组市场化改革，服务
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 10 月 19 日晚间，证
监会发布关于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豁免/快速通道”产
业政策要求的相关问题与解答称，证监会进一步新增并
购重组审核分道制豁免/快速通道产业类型。具体包括
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
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电力装备、新一代信息
技术、新材料、环保、新能源、生物产业；党中央、国务院要
求的其他亟需加快整合、转型升级的产业。

10 月 19 日下午证监会例行发布会上，常德鹏介绍
说，证监会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结合企业诉求，在上
市公司并购重组领域推出了一系列服务举措。一是进一
步简政放权，鼓励市场化并购，提高审核效率。今年前三
季度，全市场发生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近3000单，同比增
长69.5%，已超去年全年总数，交易金额近1.8万亿元，同
比增长46.3%，接近去年全年水平。二是继续深化改革，
完善基础性制度，充分发挥并购重组服务实体经济作
用。此外，证监会积极支持优质境外上市中资企业参与
A 股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不断提升 A 股上市公司质量。
自去年11月份以来，已有7家中概股公司通过上市公司
并购重组回归A股市场，回归渠道进一步畅通。对于此
类并购，证监会采取同境内企业并购同类标准，一视同
仁，不设任何额外门槛。

10月19日上午，证监会主席刘士余表示，继续深化
并购重组市场化改革。目前，已经推出并购重组“小额快
速”审核机制，即将按行业实行“分道制”审核，对高新技
术行业优先适用。丰富并购重组支付工具，提高审核效
率，鼓励和支持上市公司依托并购重组做优做大做强。
鼓励私募股权基金通过参与非公开发行、协议转让、大宗
交易等方式，购买已上市公司股票，参与上市公司并购重
组。鼓励包括私募股权基金在内的各类资管机构以更加
市场化的方式募集资金，发起设立主要投资于民营企业
的股权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及债券投资基金，积极参
与民营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在北京理工大学公司治理与信息披露研究中心主任
张永冀看来，近期并购重组动作频频，体现了监管因地制
宜的灵活性，意在增加市场活跃度，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利于优质企业参与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北京地区一家中
型券商投行部门负责人认为，目前大部分过会企业的盈
利标准是最近3年累计净利润规模超过1亿元且最近一
年净利润规模达 5000 万元以上。由此来看，那些盈利
能力在IPO条件徘徊并且整改后公司治理规范的被否企
业，或将有望获得上市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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