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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微到期贷款延期
银保监会统计，规模达1.3万亿元

改革：解决银行不敢贷不愿贷不会贷难题

本报讯 中国工商银行

发布消息，今年前5个月，已累

计向小微企业发放普惠贷款

4438亿元，小微企业的信用贷

款额度提升至最高1000万元，

并为约3万家小微企业办理了

展期或续贷。

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陈四清

在“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座谈

会”上视频连线各地小微企业

家时表示，目前全行700多万

企业客户中，小微企业数量超

过80%，构成了工商银行发展

的坚实根基。

陈四清表示，工行将确保

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高

于40%，加大信用类贷款投放，

提升中长期贷款占比，加大“首

贷户”支持力度；进一步降低小

微企业综合性融资成本，特别是

对湖北地区小微企业，在去年市

场较低水平的基础上，再降低综

合融资成本不少于1个百分点。

同时，工行将以“万家小

微成长计划”为抓手，用3年时

间，为1万家小微客户提供“滴

灌式”精准服务；加大金融科

技投入，为更多小微企业提供

更便捷适配的数字普惠产品。

（张千千）

本报讯 银保监会统计

显示，自2020年1月25日~5月

15日，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对

中小微企业到期贷款本息延

期规模已达1.3万亿元。

银保监会表示，银保监

会与人民银行等五部门联合

出台了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实

施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政

策，引导各银行业金融机构

主动对接企业需求，通过展

期、续贷等方式，对受疫情影

响、暂时遇到困难的中小微

企业贷款给予临时性延期还

本付息安排。

据介绍，自2020年 1月

25日~5月15日，各银行业金

融机构对1.28万亿元中小微

企业到期贷款本金实行延期

安排，涉及贷款户数75万户，

共计157.8万笔。同时，各银

行业金融机构对559.9亿元

到期贷款利息实行延期安排，

涉及贷款户数57.9万户，对应

贷款余额3.44万亿元。

银保监会表示，为切实

缓解企业资金周转压力，银

行业金融机构还通过还贷后

再给予融资等多种方式，对

中小微企业提供了1.9万亿

元的再融资支持，加上已实

行临时性延期还本安排的到

期贷款，中小微企业已有超

过四成的到期贷款本金享受

了接续融资支持。

银保监会表示，下一步

将继续完善中小微企业贷款

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引导银

行业金融机构根据疫情发展

趋势和中小微企业经营状

况，进一步延长贷款延期还

本付息期限，重点满足普惠

型小微企业的贷款延期需

求，为企业提供更全面、更精

准的金融服务。

（李延霞）

□ 李延霞

关键时刻，一笔贷款就可能

决定一个小微企业的生死。然

而，如果缺乏抵押物、没有政府

增信，给这些小微企业放贷，银

行心里也会“打鼓”。即将出台

的一份监管文件或可缓解当下

“小微企业‘喊渴’，银行心里‘打

鼓’”的矛盾局面，让更多信贷资

金流向小微企业。

老任务遇上新挑战

有心人注意到，国务院金融

委办公室近日发布11条金融改

革措施，其中第一条即为出台《商

业银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监管评

价办法》。11项金融改革措施，

金融委缘何将这项列在首位？

顾名思义，这份文件就是为

了解决商业银行服务小微企业

力度不够的问题，是当前复杂形

势下金融支持保市场主体、保就

业的应时之举。

实际上，加强商业银行小微

企业金融服务，既是老任务，又

是新挑战。

众所周知，小微企业融资一

直是“老大难”问题。尤其是近年

来，经济下行压力下，小微企业的

日子过得不容易。为此，国家对

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空前重视，监

管部门已出台了不少措施。

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不少小微企业更是遭遇生

存之困，纾困救急的融资需求更

加迫切。国家提出的“六保”任

务，很多都离不开小微企业的平

稳经营。这需要小微金融发挥

更大作用。

从数据上看，4月末，全国普

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2.79万

亿元，同比增速27.34%。尽管增

幅很大，但在总贷款中的占比仅

在7%左右，仍有较大上升空间。

宏观上看，当前我国对小微

企业提供融资支持的主体仍是

商业银行，小微企业外部融资中

大部分来自银行贷款。缓解小

微企业融资难，要抓住商业银行

这个主体，更离不开监管“指挥

棒”的引导。

所以，看似只是监管对银行

一项业务的考核评价，其实背后

事关落实“六保”任务，事关数千

万市场主体能否顺利渡过难关，

这个文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对症治疗”融资“痛点”

那么，这个即将出台的监管

文件都有哪些新招数呢？

根据银保监会已披露的征

求意见稿，这个监管评价办法整

合了以往的监管要求，涵盖信贷

投放、体制机制建设、重点监管

政策落实、产品及服务创新等内

容，可以说是当前对银行服务小

微企业最全面、最系统的要求。

如果把评价办法看作对商

业银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考

试大纲，监管的“考点”均是对小微

企业融资“痛点”的“对症治疗”。

对症治疗一：重视“首贷”。

小微企业融资难是一个普遍性

问题，但并不是所有小微企业都

融资难，其中初创型企业首贷时

最难。

当前银行信贷对小微企业

的覆盖率在20%左右。面对疫

情影响下不少企业“喊渴”的现

实，需要银行主动挖掘企业需

求，加大对首贷户的信贷投放力

度，而不是对优质小微企业过度

授信“垒小户”。

对症治疗二：提高信用贷。

缺乏抵押物，一直是小微企业融

资路上的“绊脚石”。当前，部分

银行出于防风险的考虑，更加注

重抵押担保，让不少小微企业融

资难度增加。提高信用贷款占

比，是不少小微企业的呼声。

对症治疗三：存量贷款“应

延尽延”。鉴于受疫情冲击，市

场主体恢复生产比原来预计要

久的现实，评价办法充分体现

“应延尽延”的原则，对于续贷的

考核给予充分重视。

首贷、信用贷、存量贷款，企

业需要的，监管部门都想到了，

设置专项指标，督促商业银行

“强弱项、补短板”。

而且，据了解，鉴于当前现

实的情况，即将出台的正式办法

在这几方面的考核权重还会有

所提高。

加强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既

要关注企业诉求，也要关注银行

难处。

对症治疗四：近年来，监管

部门一直推动银行落实小微企

业授信尽职免责，但出于审慎管

理风险、特别是防范业务操作中

道德风险的考量，不少银行的尽

职免责制度流于形式，不能真正

落地。“坏账必问责”这把“达摩

克利斯之剑”让基层信贷人员对

小微企业一直都有畏贷情绪。

针对这些情况，评价办法对

落实尽职免责提出更严格的要

求，比如，未制定专门的小微企

业授信尽职免责制度文件，经监

管约谈提示或检查，在下一年度

监管评价时仍未有效整改出台

文件的，倒扣5分；内部未建立明

确的授信尽职免责工作机制和

申诉异议渠道的，倒扣3分。

有了监管的“加持”，相信基

层信贷人员的后顾之忧可以大

大缓解。

不只是“放贷”

评价办法为商业银行如何

做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提供了

“指南”，但值得注意的是，监管

引导不是要求商业银行运动式

放贷的行政命令。

小微企业融资难，与自身的

特点有关，与商业银行的体制机

制不足有关，也与外部配套环境

的不完善有关。

在监管考核“指挥棒”的引

导下，商业银行如何根据自身实

际，完善满足小微企业需求的产

品服务体系，提升对企业价值的

判断分析能力，建立行之有效的

风险管理模式，建立服务小微企

业的长效机制，才是根本之道。

这一点，评价办法在产品及服务

创新、体制机制建设方面的考核

要求中也有明确体现。

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如能

做到，在监管考试中取得高分、

满分，自是水到渠成。

据新华社消息，解决小微企

业融资难这一世界性难题，仅靠

监管激励与约束是难以实现的。

解决小微金融业务风险补偿问

题，中小银行资本金不足问题、涉

企信用信息共享不充分问题等，

需要各方面齐头并进，共同推进。

工行已发放普惠贷款4438亿元

通过“对症治疗”，真正实现重视“首贷”、提高信用贷，并将尽职免责制度落到实处

重庆重庆：：金融金融““造血造血””乡村产业乡村产业 助力农民脱贫增收助力农民脱贫增收
近年来，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实施差异化信贷政策，

推出扶贫小额贷款、线上化信贷产品“惠农e贷”等面向农村地

区的金融产品，助力农民和村集体通过发展壮大产业实现脱贫

增收。图为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大垭乡木蜡村村民李先蓉

获得彭水支行扶贫小额贷款，开展了家禽养殖。

新华社发（黄 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