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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有形之手 发展普惠金融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在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还面临不少问题与挑战。

下一步，通过发挥政府与市场“两只手”作用，持续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率、

可得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服务需求将得到更好满足。

商海春作（新华社发）

金融消费者权益无小事

郭子源

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牵动经济

发展的神经。近日，财政部公布2023年中央

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86个地

方有望得到数目可观的中央财政资金奖补，

用于支小支农贷款贴息、支小支农贷款风险

补偿等方面。真金白银的财政投入，反映出

政府“有形之手”大力推动普惠金融发展。

近年来，我国普惠金融迅速发展，服务主

体更加多元、服务覆盖面扩大，小微企业、农

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老年人等重点对象获得

感明显。普惠金融发展目标的特殊性，决定

了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至关重要性。

普惠金融具有商业属性，必须尊重市

场规律，使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决

定性作用，这也就是市场主导。同时，普惠

金融关系社会公平，仅靠金融机构或者市

场难以满足发展需要，还要坚持政府引导，

发挥“有形之手”作用，特别是进行统筹规

划、组织协调、均衡布局、政策扶持，以弥补

市场失灵。正因为此，在尊重市场规律的

前提下，我国积极采取货币信贷政策、财税

政策、监管政策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普

惠金融发展。

仅就财税政策而言，“有形之手”可以

降低金融机构提供产品成本，增加特殊群

体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民营企业、小微

企业、青年创业群体等融资难融资贵，重要

原因在于其规模小、缺乏可抵押财产，信贷

风险较大、成本较高。我国综合运用政府

性融资担保、贷款贴息、奖补等方式，对普

惠金融相关业务、机构或对象给予支持。

比如，近期明确延续优化金融机构小微企

业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等政策。此

外，通过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

区奖补激励，促进普惠金融服务扩面、增

量、降本、增效。一系列措施，引导更多金

融“活水”流向小微企业、农业等重点领域。

“有形之手”还可以分担风险，促进金

融机构提供更多产品和服务。今年夏天，

受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发生洪涝和地

质灾害，农业生产损失严重。关键时刻，农

业保险发挥出重要的保障作用，广大受灾

农户获得保险赔偿，有效减少损失、迅速恢

复生产。农业生产风险很高，而且农民的

保险意识、意愿相对有限，决定了纯商业性

的农业保险难以可持续。我国农业保险之

所以得到快速发展，重要因素在于财政有

力支持，实施保费补贴政策。今年，中央财

政安排保费补贴 477.66 亿元，同比增长

9.9%。目前，全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超千

亿元，成为全球农业保险保费规模最大的

国家，有效助力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增收。

在货币信贷支持政策方面，效果同样

十分明显。比如，对普惠金融领域贷款达

到一定标准的金融机构实施定向降准政

策，对各类普惠金融服务机构实施优惠存

款准备金率政策。此外，还创设多项结构

性工具，既有再贷款、再贴现等长期性工

具，又有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等阶段性

工具。这些政策有效降低社会融资成本，

增强对涉农、小微企业、民营企业提供普惠

性、持续性的资金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

“两只手”的关系。一方面，要坚持发挥市

场的主导作用。普惠金融只有实现商业可

持续、成本可负担，金融机构才敢做、愿做、

能做，长久而有效地提供服务。要充分调

动、发挥金融机构的积极性、能动性，找准

市场定位，发挥各自优势，提供精准有效的

金融服务。另一方面，政府在发挥政策引

导和激励作用的时候，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到位而不越位。把有效的资源、资金用在

“刀刃”上，避免引发道德风险，促进更多金

融资源向普惠金融倾斜。

普惠金融，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问

题，经常被称为世界性难题。我国普惠

金融发展在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还面

临不少问题与挑战。下一步，通过发挥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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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宣布，将围绕人民

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集中开展“为民办实

事”专项行动。其中，将进一步调整已故存款人

的小额存款提取业务、优化银行“沉睡账户”的

提示工作、整治汽车金融业务“高返佣”问题、推

广车险“互碰快赔”业务模式等。

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无小事”。对于消费

者个人及其家庭来说，上述那些看似不起眼的

“小事”，实则是关乎自身合法权益的“大事”。

如果处理不当，不仅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

极易引发纠纷，削弱消费者的获得感与满意

度。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获得感要在一件件

小事中体会，满意度要在一个个业务中积累，忽

略“关键小事”有碍大局发展，正所谓“千里之

堤，毁于蚁穴”。

近年来，针对金融消费者反映突出的痛点、

难点，金融管理部门、金融机构已制定一系列便

民政策，查处一批违法违规问题，推出了多项便

利化产品与服务。例如，发布防范和处置非法

集资条例，严厉打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专项整

治 P2P 网贷等。但是，老问题可能死灰复燃，新

问题可能暗中滋生，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虽 已 取 得 阶 段 性 成 效 ，仍 需 驰 而 不 息 、久 久

为功。

正观念，明确“为谁监管”。金融管理部门

应牢固树立“为民监管”理念，始终把维护最广

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监管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用心、用力、用情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当好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坚定捍卫

者。接下来，要以消费者实际需求为依据，优

化、出台惠民便民政策。具体来看，要完善已故

存款人小额存款提取业务的办理要求，不能让

已故存款人的亲属“证明无门、取款无门”；还要

优化银行“沉睡账户”的提示工作，清理“沉睡账

户”是为了优化存量资源、提高账户利用率，不是为了图省事儿、“一刀切”

砍掉存量资源，银行尤其不能在尚未通知消费者的情况下，单方面限制账

户功能。

建机制，明确“如何监管”。办理业务也好，处理纠纷也罢，有章可

循是前提。多年前，银行理财的销售环节屡现“飞单”，银行工作人员在

网点内向客户推销第三方机构的理财产品，诱导客户误认为该产品是

银行理财产品。为解决这一问题，金融管理部门制定了“双录”规则，即

理财销售必须现场“录音、录像”，所有销售细节均可追溯，这样一来，飞

单也就失去了滋生土壤。建立规则与机制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有效

方法，需要进一步填空白、补短板，持续完善制度设计，力争让监管跑在

风险前面。当务之急，是要健全信息披露制度，切实保障金融消费者的

知情权。

促行动，明确“怎样落实”。制定规则要考虑周全，实施操作要细致精

当。金融机构要落细、落实各项政策措施，自我加压，积极落实主体责

任。“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教训并不遥远。2014 年 2 月份，原中国银监

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明确将新增两个

免费项目，但该政策却在执行过程中变了样，多数银行网点的工作人员并

未主动告知客户“目前可拥有一个免收管理费的账户”，出现了“你不问我

就不说”的现象。时至今日，此类问题仍有一定普遍性。对此，金融管理

部门要持续加大监管力度，确保惠民政策落地生效。为了提升金融监管

的处置能力，下一步还要深化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完善全方位监测、

评估、预警的长效机制，为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夯实基础。

黑土地，是我国宝贵的土壤类型，被

视为“耕地中的大熊猫”。生态环境部近

日表示，将持续加大黑土地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力度，进一步强化农用地土壤污染源

头防控，依法查处黑土地生态环境破坏问

题，推动实现黑土地环境质量稳中向好。

同时，重点开展加强黑土地生态保护监

管、扎实开展耕地土壤污染防治、积极推

进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搭建黑土地高水平

保护科研平台四方面工作。近年来，为切

实做好黑土地保护与利用，国家出台了一

系列文件和政策，极大推动了黑土地保护

工作的进展。接下来，要将战略性、持久

性的黑土地保护利用工作与生活生产紧

密联系，贯彻绿色发展理念，让更多地区、

更多主体参与到保护工作中，让黑土地焕

发勃勃生机。

（时 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