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是稳
金融的重要方面，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更是重中之重。周桐宇
委员告诉记者：“近两年，小微企业融资
难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缓解，但大多数
信贷需求在1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
没有被满足。”

周桐宇委员认为，解决中小微企
业融资难题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
多方合力。她建议，一是对小微企业
实行数字化改造，推动多方数据共
享。具体包括鼓励小微企业实行生产
和经营数字化，以此积累数据；推动工
商等相关公共数据向金融机构开放，

增加小微企业数据的维度和准确度；
以及支持贷款机构之间数据互通。二
是推进传统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合
作，以联合贷款等方式实现优势互
补。三是发挥民营银行和小贷公司作
用，给予合理杠杆率。周桐宇委员说，
为了鼓励更多民营资本参与，与商业

银行一起形成小微企业融资“几家抬”
的良好局面，建议适当放松民营银行
发起设立和参股限制。此外，适度放
开小贷公司等放贷机构杠杆率限制，
明确小贷公司金融机构定位，允许这
些机构通过发行债券和资产证券化产
品获得融资。 （董碧娟）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

工程、根基工程。2018年，我国就

业大局稳中向好，不仅总量扩容，

结构更加优化。我国完全有信心、

有能力确保就业形势稳定，推动实

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

保底线保底线，，就业创业惠民生就业创业惠民生

利实体利实体，，金融活水滚滚来金融活水滚滚来

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

2018年，稳金融积极有序推进，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持续加大，防

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开局良好，金

融市场进一步规范创新发展。我们

要立足实际，走出中国特色金融发

展之路。

“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
业，是高校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
展需要的重要使命。”程永波委员
表示，作为培育人才的高校工作
者，更要时刻关注就业问题。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增
速放缓、结构加快调整的关键时

期，发挥就业的‘稳定器’作用
尤 为 重 要 。” 程 永 波 委 员 说 ：

“2019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进
一步深化，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
将更为迫切，就业的规模与结构
都将发生深刻变化。江苏作为经
济大省，也在积极推动经济与科

技、教育的对接，主动应对提升
全要素生产率对人才供给的挑
战。”

“例如，我所在的南京财经大
学一直在构筑招生计划、人才培
养与充分就业的联动机制，取得
了较好成效。”程永波委员表示，

高校在人才培养上要敏锐地捕捉
科技发展的热点，精准地调整专
业结构，科学地改进专业设置，多
开设一些产业转型、技术进步所
急需的课程与学科，提高人才培
养和社会需求的契合度。

（常 理）

“在经济增速放缓、经济结构加
快调整的关键时期，就业的稳定器作
用尤为重要。”张永利代表认为，在
当前经济形势下，很多中小企业资金
紧张，为了降成本就开始裁员，这给
就业带来了压力。

张永利代表认为，稳就业首先要

稳金融。“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就是稳
就业的具体举措，要解决中小企业融
资难融资贵问题，只要搞活企业，就
业就稳住了。”张永利代表说，过去
一段时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中
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但实际上，中小
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仍然很难贷到

款。一些企业只能通过其它渠道融
资，导致成本过高。“不是国家政策
不好，而是限制太多，希望金融机构
能放宽一些限制。同时，金融业应把
收益更多返补给实体经济。”

张永利代表表示，西部矿业自
身拥有 9000 多名职工，外包合作的

员 工 多 达 上 万 人 ， 其 中 有 采 矿 工
人、运输工人等，这不仅为青海省
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对公司所在
省份的就业也有带动作用。希望国
家在融资、电费等方面给予企业更
多支持。

（王轶辰）

“稳就业是当前经济工作的
重中之重。产业发展对稳就业的
支撑作用非常明显。”尼牙孜·阿
西木代表表示，南疆地区通过加
快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纺织
服装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有效
扩充了就业容量。

2018 年，新疆阿克苏地区通
过开发就业岗位，加大招商力度
等，已形成了完整的纺织服装产
业链，实现了富余劳动力就业26
万人次，城镇新增就业6万人，失
业率控制在2%以内。尼牙孜·阿
西木代表表示，阿克苏地区形成

了完整的技能培训体系，地、县、
乡、村四级成立了完整的劳动保
障平台，配备了专职工作人员，有
就业意愿的人员能得到及时有效
培训，并与用人单位有效对接。

他建议，在边疆及少数民族地
区，应当加快建立产业工人预备制

度，将招商引资、产业发展和劳动
力转移相结合，以便在企业到来
前，通过定期培训强化技能，储备
一定素养的产业工人，企业落地后
可以直接从预备制工人队伍中录
用员工，从而满足用工需求，增强
对企业的吸引力。 （马呈忠）

“稳就业摆在‘六稳’之首，可
见就业的重要性。澳门就业率很
高，去年统计失业率只有 2%左
右。”在陈锦鸣委员看来，政策在
推动就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比如，国家刚作出了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重大部署，将为澳门发展

带来机遇，推动就业人口增加。
目前，我国服务业发挥着稳就

业“压舱石”作用。去年第三产业
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52.2%，比
上年提高 0.3 个百分点。与第二
产业相比，服务业劳动密集程度
高，吸纳就业能力强，澳门服务业

发达也正是就业率高的一个重要
原因。

推动就业另一个重要的力量
来自于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
民营企业吸纳了大量劳动力，企
业发展得好，就会增加用人，就业
率也会相应提高。此外，还要加

强教育和培训，不断提升劳动人
口素质。要提供各种技能培训的
渠道，通过多种方式开展有针对
性的培训，不断提高劳动者就业
创业的本领。另外，还要加大对
困难人员的就业援助。

(陆 敏)

“要加快民企信用评价体系建
设。”章锋代表表示，由于当前民企
信用评价体系不完善，使得不少经
营者不讲信用、拖欠债务、恶意抢
注商标、制假售假等，甚至出现了

“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章锋代表认为，信用缺失也使

得民企往往很难从银行获得支持，
是导致融资难、融资贵的原因之
一。

章锋代表建议，由国家相关部
门牵头制定全国统一通用的民企
信用评级标准，且标准设定要科
学、公正、便于操作。同时，还要利

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化技术手
段推进完善民企信用评级体系。

“还要建立完善的民企信用
评级保障和退出机制。”章锋代表
表示，要建立严格的民企信用评
级造假责任追究机制。此外，还
要将民企的信用评级与信贷、税

收、市场准入等政策关联起来，做
到“有赏有罚”。例如，信用好的
民企，可享受贷款利率和税收优
惠等，反之，信用差的民企在贷
款、税收、市场准入等方面则要受
到限制。

（陈果静）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也
是实体经济的血脉。金融活则经
济活，金融稳则经济稳。”吴金笔代
表说，稳金融不仅要注重防风险，
更要提供充分、必要的流动性，保
证实体经济正常运行。

长期以来，小微企业普遍面

临融资难的现实困境，其中最突
出的问题是融资担保方式过于单
一。吴金笔代表说，许多小微企
业本身是轻资产的市场主体，在
起步阶段缺乏资金扶持。但在融
资过程中，金融机构却又要求企
业提供足够的担保抵押物。因

此，小微企业往往会因为缺乏不
动产作为融资抵押，难以从银行
获得贷款支持。从银行角度看，
许多银行出于防风险考虑，即便
把利率调低一点，也乐意把钱借
给不差钱的企业，不太愿意把钱
借给小微企业。

吴金笔代表说，稳金融，就必
须使金融资源更好地服务实体经
济。因此，应该以解决融资难融
资贵为抓手，继续研究银行支持
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为广大小
微企业量身定制更加优惠的金融
支持政策。 （林火灿）

文爱华代表表示，国有大型银
行作为中国金融的重要支柱，理所
当然要主动承担起政治责任，防控
金融风险，这不仅是自身持续稳健
经营的应有之义，更是自觉维护国
家金融安全稳定的应尽之责。

文爱华代表介绍说，2018 年

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贷款新
增 541 亿元，创历史最好水平，实
现不良和逾期率双降。

“建行湖南省分行积极贯彻落
实中央要求，多措并举防控金融风
险，取得了显著成效。”文爱华代表
说：“首先，我们推行了全面风险管

理，将风险管理覆盖至所有机构、
所有员工、所有业务及所有经营管
理流程。其次，我们特别加强了风
险预警工作，力争做到风险信息早
发现、风险动态早预警、风险苗头
早化解。再次，我们加强了信贷文
化建设。在总结正反面案例的基

础上，我们提炼出了‘廉洁、真实、
高效、共赢’的信贷文化，班子成员
带头开展信贷文化讲座，组织编写
信贷损失案例，做好信贷损失问题
反思，将信贷文化建设工作纳入全
面风险管理评价考核办法。”

（袁 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