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人民银行近日举行的小微企业

金融服务和绿色金融新闻发布会上，中国

人民银行有关部门负责人回应了市场关心

的热点问题。

助力房地产行业化解风险

央行金融市场司司长邹澜在回答经济

日报记者提问时表示，房地产企业间的项

目并购是房地产行业化解风险、实现出清

最有效的市场化手段。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联合

印发的 《关于做好重点房地产企业风险处

置项目并购金融服务的通知》 备受关注。

邹澜介绍，为了充分发挥项目并购在防范

化解房地产市场风险、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和良性循环中的积极作用，同时进一步强

调市场化、法治化风险化解原则，人民银

行、银保监会联合出台了这样一份文件。

这份文件从稳妥有序开展并购贷款业务、

加大债券融资支持力度、积极提供并购融

资顾问服务、提高兼并收购服务效率、做

好风险管理等方面，鼓励金融机构提高服

务效率，为并购营造良好的融资环境，助

力化解风险、促进行业出清。

“ 我 国 房 地 产 行 业 的 市 场 化 程 度 较

高。从近几年的数据看，现有的 10 万余家

房企中每年都会有将近 500 家的企业进入

司法破产重整，这是行业优胜劣汰、实现

出清的重要方式。”邹澜表示，对于已经

出险和资金周转困难的房企集团持有的优

质项目子公司股权或资产，不少行业内的

优质民营、国有企业是有购买意愿的，这

也 就 相 应 产 生 了 专 门 的 合 理 融 资 服 务

需求。

邹澜强调，从长远看，通过并购等市

场化方式推动房地产市场的结构性调整，

有利于高负债企业集团资产、负债双瘦身

的同时保护住房消费者合法权益，有利于

引导市场各主体更加重视项目本身的风险

评估与管理，有利于形成房地产新发展模

式 ， 促 进 房 地 产 业 的 良 性 循 环 和 健 康

发展。

直达工具转换利好小微企业

“今年人民银行将重点做好两项直达工

具的转换工作。”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

峰在发布会上介绍，其中，普惠小微企业

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支持工具转换为普惠小

微贷款支持工具，时间为 2022 年起到 2023

年 6 月底。从 2022 年起，普惠小微信用贷

款支持计划纳入支农支小再贷款管理。

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转

换为常态化工具，将如何影响小微企业？

孙国峰表示，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

策工具实施以来，有效发挥了杠杆撬动作

用，为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

供 了 正 向 激 励 ， 有 力 促 进 了 稳 企 业 、 保

就业。

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11 月末，人民

银行通过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

支持工具，提供了 189 亿元激励资金，直接

带动地方法人银行对 2 万亿元普惠小微企业

贷款延期，撬动全国银行业机构对 15.1 万

亿元贷款延期。人民银行通过普惠小微信

用 贷 款 支 持 计 划 提 供 3175 亿 元 低 成 本 资

金，直接带动地方法人银行发放普惠小微

信用贷款 8794 亿元，撬动全国银行业机构

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 9.6 万亿元，取得了

明显的效果。

“转换后的市场化工具将继续发挥牵引

带 动 作 用 ， 推 动 普 惠 小 微 贷 款 量 增 、 价

降、面扩，两项直达工具的接续转换有利

于金融机构与客户市场化自主协商延续到

期贷款，同时积极挖掘新的融资需求，引

导金融机构扩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融

资，增强持续服务能力，促进普惠小微贷

款进一步增量、降价、扩面。”孙国峰说。

支持“双碳”专项工具落地

在发布会上，孙国峰还介绍了支持碳

达峰、碳中和专项工具的落地情况。

2021 年 11 月份，人民银行推出了碳减

排支持工具和 2000 亿元支持煤炭清洁高效

利用专项再贷款。两个工具提供资金支持

的方式都采取“先贷后借”的直达机制，

金融机构自主决策、自担风险向相关领域

内的企业发放优惠利率贷款，人民银行对

于符合要求的贷款按贷款本金的一定比例

予以低成本资金支持。碳减排支持工具的

支持比例是 60%，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专项再贷款的支持比例为 100%，利率均为

1.75%。

“目前两个工具已经顺利落地。”孙国

峰表示，人民银行向有关金融机构发放第

一批碳减排支持工具资金 855 亿元，支持金

融机构已发放符合要求的碳减排贷款 1425

亿 元 ， 共 2817 家 企 业 ， 带 动 减 少 排 碳 约

2876 万吨。后续人民银行将继续用好这两

个工具，鼓励更多社会资金投放绿色低碳

领域，助力科学有序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

为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人民

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表示，下一步，金融部

门将更加积极主动作为，着力做好以下工

作：一是健全顶层设计，引导和撬动更多资

金进入碳减排领域，推动能源结构、产业结

构、生产和生活方式全方位绿色低碳转型。

二是推动标准研制，完善绿色金融和转型金

融的标准。三是强化信息披露，开展金融机

构碳核算，稳步推进气候风险压力测试。四

是完善激励约束，提升金融系统支持绿色低

碳发展的内在动力。五是更好发挥全国碳排

放权交易市场的定价作用，以更加市场化的

方法实现碳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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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风险化解，助力小微企业，加码绿色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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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

前实现碳中和。数字人民币作为绿色

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在推动实现

“双碳”目标中发挥作用。

数字人民币是绿色低碳的货币工

具和支付工具，具有低成本、高效率、安

全可靠等特点，可以节约货币流通成

本，节约印制现钞所需要的纸张。流通

中货币的总量是逐年累积的，一定时期

的净投放现金数量等于投放现金数量

减去回笼现金数量。数字人民币是数

字化形态的现金，今后随着数字人民币

发行数量的逐步增长，印钞、发钞以及

旧钞回笼和销毁所需的资源和成本就

可以逐步缩减。

未来应继续推动数字人民币产品

创新和市场稳健发展。在碳排放权及

其他绿色金融产品交易市场中，可以使

用数字人民币作为支付工具。数字人

民币有一项待开发的功能，就是加载智

能合约，实现有条件支付。在碳排放权

交易等绿色金融产品市场中，无论是碳

排放权的直接交易，还是碳期货等衍生

产品的交易，都需要通过市场竞价为碳

金融产品合理定价，也都需要执行约定

的条件，加载智能合约的数字人民币可

以作为智能化的计价工具和支付工具。

还应通过绿色金融业绩评价、贴息

奖补等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增加绿色资

产配置、强化环境风险管理，提升金融

业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能力。执行“双

碳”政策、实现“双碳”目标，不仅仅是企

业的事，也涉及千家万户，只有每一个

个人、每一个家庭都能自觉践行低碳节

能的生活方式，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双

碳”目标。因此，绿色金融激励约束机

制应该覆盖企业、家庭和个人。在绿色

金融激励政策的落地方案中，采用数字

人民币作为计价和支付工具，可以起到

事半功倍的作用。

数字人民币可成为国际合作的工

具。实现数字人民币的国际化，有利于

配合中国的绿色金融产品融入国际市

场。中国承担的碳达峰、碳中和指标的

分量和份额都比较大，在全球化的碳排放权等绿色金融产品市

场中使用数字人民币作为计价工具和支付工具，有利于在数字

经济时代促进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均衡和协调。

（作者为中国银行原行长、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区块链研究
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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