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货币政策工具 确保稳健灵活适度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果静 姚 进

全国人大代表李飚：

加大支持力度 降低融资成本
本报记者 董碧娟

5月26日，人大河北代表团举行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全国人大代表周淑英、杨伟坤、侯华梅（从右至

左）就报告内容展开交流。 赵 威摄（中经视觉）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为保市场主
体，一定要让中小微企业贷款可获得
性明显提高，一定要让综合融资成本
明显下降。全国人大代表、海特集团
董事长李飚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融资是企业普遍最关心的问
题，两个“一定要”更是说到了企业
的“心坎里”。

“去年以来，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
大，企业生存发展面临较多困难和挑
战。新冠肺炎疫情又让很多企业停
摆，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愈加凸显。”李

飚代表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明确
提出大幅拓展政府性融资担保覆盖面
并明显降低费率；大型商业银行普惠
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要高于40％；支
持企业扩大债券融资；加强监管，防止
资金“空转”套利等系列措施，将有力
帮助更多企业缓解融资烦恼。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幅增加制
造业中长期贷款。李飚代表认为，这
非常有必要，很多制造业企业面临融
资资金和项目周期不匹配问题，即项
目需要长期投资，但只能拿到短期借

款，这种“长投短融”不利于项目顺利
推进和企业良性发展。大幅增加制造
业中长期贷款能够让更多好项目、好
企业得到更稳定有力的融资支持。

“作为企业界人士，我们热切希望
这些好政策能够加速落地。”李飚代表
说，近年来我国民营经济快速发展，涌
现出了一大批优秀民营企业，建议进
一步加大对民营企业融资增信支持，
放宽生产型企业在厂房、设备、股权等
要素上的流动性，全方位拓宽企业融
资渠道。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强化对稳企
业的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
还本付息政策再延长至明年3月底，
对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应延尽延，对
其他困难企业贷款协商延期。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银保监局局长
韩沂认为，当前我国小微企业发展遇到
了一定困难。破解相关难题，除了金融
监管部门要持续作为外，现有普惠金融
外部环境中一些障碍需要破除，如信用
信息系统建设进展有待突破。

金融监管部门一直关注银企信息
不对称问题。2019年初，上海银保监

局向上海市委市政府建议，为普惠金
融服务搭建全市统一信用信息平台。
2019年底上海市正式推出大数据普
惠金融应用，首批数据开放选定了
8部门300多个数据字段，实现了纳
税、社保缴纳、住房公积金、市场监管
等信息免费共享。目前，银保监会已
专门制定对中小企业的量化考核目
标，财政、税务等部门也应制定相应的
量化考核目标，以使各方形成合力。

韩沂委员对经济日报记者表示，
目前货币政策更侧重于总需求的调
控，要实现精准滴灌，需要从根源上改

变相关绩效考核体系。建议各级国资
委、财政部门将国家重点领域对小微、
民企、科技企业的金融支持作为重点
考核内容，各级人大、组织人事、审计
和国家监委等部门从财政和人事两方
面入手对银行高管层实行监督，对于
执行宏观政策不力、重点领域贷款投
入不足的银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有效
约束和问责。

同时，持续加大财政税务政策支
持力度。通过奖励、税收减免和贴息
等方式，分担银行救助企业的成本，避
免将风险集中至银行。

全国政协委员韩沂：

优化普惠信贷 实现精准滴灌
本报记者 陆 敏

“时间紧、任务重，在连续两个多
月的时间里，每天要工作近20个小
时。”全国人大代表、南昌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院长张伟说。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后，她临危受命，担任江西省疫
情防控应急指挥部高级别专家组组
长，夜以继日奋战在抗疫一线。

每天早上，张伟代表向省指挥
部报告最新全省疫情防控信息后，
查房了解患者病情、研究救治方案、
网络远程会诊、调配人力物资……
她每天最多只有 5 个小时睡眠
时间。

“根本停不下来，那么多患者在
等着，必须全力以赴。”作为专家组
组长，张伟代表为政府决策提出了
一系列专业建议。在她的推动下，
江西省在全国较早启动了出院患者
管理工作，落实出院患者隔离观察、
健康监测和心理干预等措施，进一
步筑牢抗疫防线。

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重大疫
情防控体系的一场大考，针对其中
暴露出的问题，张伟代表在今年全
国两会上提出“关于构建医防融合
体系的建议”。她提出，医疗机构和

疾控机构双方要积极推进“医防融
合”，健全优化重大疫情防控体系。

针对疫情初期出现防控信息共享
和协同不畅的问题，张伟代表建议，在
医院重点科室设立公共卫生专员，或
将医院重点科室的门诊、住院信息系
统与疾控机构对接，保证疾控机构能
第一时间掌握相关数据，及时发现重
大疫情苗头，让疫情防控的“前哨”更
加灵敏。

“实力较强的本地大型综合医院
在医护人员、医疗设备等方面具有优
势，可以确保患者得到多学科团队、高
精尖设备的全力救治，提高治愈率。”
张伟代表建议，承担定点救治任务的
综合医院应当“平战结合”，腾空一个
院区或者一栋楼，平时用于其他疾病
患者收治或者作为健康教育场所，“战
时”则专门用于疫病患者收治。

张伟代表指出，要通过构建“平战
结合”医防体系，健全医防融合机制，
补齐短板，建立更高效的国家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

前不久，微信朋友圈里有一个
故事刷屏，这让全国政协委员、湖
南省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主

任徐自强在当地成了名人。疫情刚
刚开始时，作为一名急诊医生，徐
自强委员不仅自己主动申请投入战
斗，还将同为医生的儿子也调到急诊
科，与自己并肩作战。真可谓“上阵
父子兵”。

回想起那段艰苦卓绝的抗疫经
历，徐自强委员说：“面对一种未知
的病毒，作为急诊科医生，无论有多
危险，我都必须冲在前面，这是我的
职责和使命。”

湖南紧邻湖北，郴州市赴湖北
打工的人员又很多。疫情暴发后，
郴州当地防控压力可想而知。徐自
强委员回忆，1月23日湖南省启动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
制，他所在的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成为了专门收治新冠肺炎患者定点
医院。在此后3个多月的时间里，郴
州市一共收治了39名确诊患者，其
中两名重症患者。在当地医护工作
者的共同努力下，患者无一例死亡，
全部康复出院。

3个多月的抗疫经历，让徐自强
委员意识到，我国公共医疗卫生领域以
及应急救援体系中存在着问题和短板。

“作为一名医生，我的职责是救死
扶伤；作为一名全国政协委员，我需要
用真心真情履职。”徐自强委员对记者
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无法预测，如何
做到未雨绸缪？徐自强委员建议，这
需要建立一个长效机制。

徐自强委员建议，可设计商用、
医用“两栖”宾馆，在平时作为普通
宾馆使用。在“战时”，可迅速改为
医院使用。比如，“两栖”宾馆应增
加医用电梯，因为普通商业宾馆
电梯长度太短，不适合放置
担架。再比如，“两栖”宾
馆中应增加隔离通道
元素。平时作为工作
通道，“战时”既可
以作为消防通
道，又可作为
医患分离
通道。

全国人大代表、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张伟：

让疫情防控“前哨”更加灵敏
本报记者 曾诗阳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徐自强：

“无论多危险，我都要冲在前面”
本报记者 常 理

张伟代表（中）在抗疫前线。
（资料图片）

徐自强委员（左）在给患者检查
身体。 （资料图片）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稳健的货币
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那么，货币政
策该如何发力？围绕这个话题，代表
委员们纷纷建言献策。

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引导广义货
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
于去年。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
行杭州中心支行行长殷兴山表示，应
当看到，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
内外部环境错综复杂，经济稳增长面
临多方面的压力。为此，需要金融部
门进一步发挥好金融对经济的托举作
用，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精确性。

殷兴山委员认为，接下来应该做
好金融总量保障，保持社会融资规模
增长与经济增长相匹配，普惠小微企
业贷款增速有效高于各项贷款增速。

殷兴山委员认为，在保障总量的
同时，还应强化对重点领域的支持。

“从浙江的情况来看，应依托浙江

外贸企业‘订单+清单’系统，加大对
有订单、有市场、有融资需求外贸企业
的支持。”殷兴山委员说，还要开展小
微企业首贷户拓展专项行动，推动小
微金融服务扩面增量；进一步支持民
营企业发债融资；加强对制造业、科创
企业的金融支持，让制造业中长期贷
款增速高于各项贷款增速。

殷兴山委员认为，支持实体经济
要发挥“几家抬”合力。一方面，当前
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多，银企之间信
息不对称问题更加突出，建议在国家
层面搭建企业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
进银企对接；另一方面，建议加强财政
政策、产业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联
动。强化财政贴息、政策性融资担保
与货币信贷政策重点支持领域的协同
性，合力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的支持力度。

引导融资成本下行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推动利率持
续下行。那么，如何进一步引导企业
融资成本下行？

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引领作用
尤为重要。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进出
口银行董事长胡晓炼在介绍进出口银
行的做法时表示，为支持湖北抗击疫

情，进出口银行针对湖北省和全部批
发零售、物流运输行业的中小微实体
企业，第一时间出台了通过降低利率
方式免收2月份贷款利息，降低企业
财务负担的支持举措。

“措施发布后，得到了多方面积极
响应，带动了一批金融机构采取让利
助企的实际行动。”胡晓炼委员表示，
在特殊时期更好发挥逆周期调节作
用，有利于在市场上起到引领示范的

“风向标”作用。
在此基础上，进出口银行推出更

多金融扶持措施。今年一季度，累计
向湖北地区投放贷款140多亿元。

进一步引导融资成本下行，还须
加快改革步伐。2019年，央行开展了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今年
以来，通过多次降准并降低政策利率，
引导贷款市场利率下行。

殷兴山委员表示，浙江支持金融
机构加大运用央行低息政策性资金力
度，适当下调贷款利率，主动让利，降
低了企业融资成本。同时，深入推进
LPR改革，贷款利率呈下降态势。4
月份，浙江省企业贷款平均利率为
4.91%，同比下降50个基点。其中，
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为5.22%，同
比下降62个基点。

殷兴山委员表示，金融系统将配

合浙江省开展“五减”，即减税、减费、减
租、减息、减支行动，对受疫情影响的企
业适当下调贷款利率，减免相关手续费，
为企业“救急”“减负”。

推动企业贷款便利

如何推动企业尤其是民营小微企业
更加便利地获得贷款，是代表委员们最
关心的话题之一。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原主席
肖钢建议，支持互联网银行更大力度服
务小微企业和个体户。肖钢委员认为，
过去5年，我国互联网银行通过线上触
达、大数据风控和人工智能，提供了大规
模、低成本、高效率服务，开创了中国独

有的创新模式，可以通过推动政企数
据融合等方式，进一步推动互联网银
行服务小微企业和个体户。

“应该增强数字普惠金融的深度
与广度，同时开发数字金融产品与服
务。”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大学副校长
温涛认为，当前应改善普惠金融基础
环境，尤其是需要针对农村这一薄弱
环节，推进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农村征信体系建设，打破市场主
体信息“鸿沟”。要建设农业农村信
用信息共享平台，实现数据直连对
接、共享使用，打破各主体信息分割
格局，缓解金融市场主体之间信息不
对称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小米集团董事长

兼CEO雷军提出，80%小微企业存在
资金缺口。他建议，加强运用金融科
技和大数据能力，对企业精准画像，通
过自动化流程降低小微企业小额贷款
的服务成本。

作为直接服务民营小微企业的地
方银行系统代表，全国人大代表、郑州
银行董事长王天宇建议，监管机构对中
小银行数字化转型应持包容、开放的态
度，强调合法经营和规范发展。鼓励中
小银行充分运用远程视频、人脸识别等
方式完善客户多元化身份认证体系，利
用互联网科技手段为客户提供更加便
捷的金融服务体验，建议从监管或行业
协会层面为中小银行搭建“抱团取暖”
平台，从而实现数字化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