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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平衡术：驰援中小微，绸缪不良率

荩 贷款利率一降再降

百舸争小微

疫情发生以来，中小微企业受到较

大冲击，一边是暂停营业、收入减少，一

边是工资、租金等开支照常支付，对于

资金的渴求极为迫切。为此，作为资金

供给渠道的商业银行，第一时间出台相

关措施助力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

从1月开始，商业银行就相继出台

了支持疫情防控相关举措，包括延期

还款、减免逾期利息、不抽贷断贷、贷

款优惠等。比如，疫情初期，包括农业

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渤海银行

等在内的多家银行曾明确表示，对湖

北省小微企业在现行基础上利率下调

0.5个百分点。

地方中小银行也参与利率下调行

动。例如，长沙银行明确2020年全年普

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下降

0.5个百分点的目标；北京银行及时摸

排客户情况，深入了解企业经营状况

和需求，通过续贷、延期、下调贷款利

率等方式纾困。

从更为直观的数字上看，多家银

行发放的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在4%附

近。银保监会副主席黄洪此前表示，一

季度，五家大型银行新发放普惠型小

微企业贷款利率4.4%，在2019年基础

上进一步下降0.3个百分点。北京商报

记者从中国银行业协会官微文章中查

询发现，徽商银行普惠小微企业复工

复产贷款的投放利率低至3.85%；乐山

市商业银行支持文旅企业复产复工的

“文旅贷”利率低至4.55%等。

对于央行白名单内的疫情防控重

点企业，贷款利率优惠至更低。据中国

银行业协会官微近日消息，工商银行

对于人民银行再贷款名单内的国家疫

情防控重点企业，利率最低为1.65%；

建设银行确保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

的贷款利率低于1.6%；交通银行对央

行重点保障名单内的企业，均按照LPR

至少下浮100BP优惠利率精准投放。另

外，宁波银行此前表示，对疫情防控相

关企业发放优惠利率贷款，在财政贴

息后，这些企业平均实际融资成本不

到1.35%。

一位国有银行从业人士此前对记

者表示，疫情发生后，粮油需求快速增

加，例如，该行地区一家从事粮油贸易

的小微企业出现资金紧缺。该行了解

企业的情况和资金需求后，向其发放

了1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这笔贷款

是纯信用贷款，分批次发放，我行发放

时的贷款利率为3.05%。由于该企业进

入央行再贷款白名单，有国家补贴，在

拿到国家贴息之后，最终的利率为

1.5%，这个利率已经很低了。”

在一系列措施下，小微企业融资

成本有所下降。央行金融市场司司长

邹澜近日表示，截至5月末，普惠小微

贷款余额是12.9万亿元，同比增长了

25.4%，增速高于人民币各项贷款的增

速12.2个百分点。5月新发放普惠小微

贷款的平均利率比上年末下降了0.65

个百分点。

荩 创新金融产品纾困
除了降低贷款利率外，商业银行

也注重金融产品的创新。一直以来，

中小微企业普遍缺乏银行认可的抵

押物遭遇融资难的问题。为了破解这

一难题，银行更深层次地探索开发信

用贷款产品，根据企业的信用记录、

财务状况、市场竞争能力等情况创新

贷款形式。

比如，工商银行针对小微企业复

工复产的资金难题，推出了线上信用

贷款“用工贷”，是基于小微企业的代

发工资、结算流水、金融资产等数据开

发的产品，全流程通过手机银行完成，

实现了“一次都不跑”，信用贷款额度

最高可至1000万元。建设银行陆续推

出“小微快贷”系列产品，邮储银行上

线“小微易贷”，无须抵押担保，重点关

注企业的纳税情况、征信情况、与银行

的合作情况等。

商业银行还根据企业的真实情

况及金融服务需求，有针对性地制定

融资方案。例如，中信银行推出了全

线上化“物流e贷”，满足防疫物资运

输任务的物流行业小微企业的融资

需求。华夏银行推出了“复工贷”和

“放薪贷”等专项产品，为企业采购原

材料、支付房租、发放工资等提供资

金支持。中小银行方面，北京银行推

出“京诚贷”，重点支持受疫情影响较

大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

文化旅游等行业企业。

为了让企业尽快获得信贷资金，商

业银行积极发挥线上数字化优势。多家

银行按照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原则，开辟

绿色通道，加快审批速度；简化操作手

续，尽快完成资金的发放。据了解，在启

动特事特办后，多家银行能够在一天时

间内完成专项贷款的审批、面签、发放工

作，最短可达2个小时。

此外，银行还充分对接网上银

行、手机银行、微信小程序等渠道，提

供丰富的非接触服务场景，让客户在

疫情期间足不出户就可享受一站式

便捷服务。

疫情席卷全球，中国亦不
能独善其身，国内产业链上的
中小微企业承压日甚一日。为
了帮助中小微企业尽快走出
经营困境，监管部门出台了一
系列金融支持政策，引导金融
机构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商业
银行作为服务中小微企业的
主力军，从降低利率、创新金
融产品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
不过，在履行社会责任及担当
的同时，银行业也要把控信贷
投放与风险的平衡。

荩 1.5万亿元大让利

众所周知，小微企业贡献了超过

60%的GDP、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

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等，对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意义重大。在疫情影

响下，如何为市场主体减负，稳住经济

基本盘成为今年的头等大事。监管部

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从货币政

策、财政政策、金融支持等方面同时发

力，共同解决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题。

从政策导向上，2020年的政府工作

报告为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定调。积极

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今年赤字

率拟按3.6%以上安排，财政赤字规模比

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

疫特别国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

活适度。综合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

手段，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

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

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要先解决信贷

资源“有没有”的问题，因为有充足的资

金才能缓解企业的经营性困难。从货币

政策的角度，央行已经推出了一系列强

有力的支持措施，引导贷款投放，包括

三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增加1.8万亿元

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出台小微企业信用

贷款支持计划、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阶

段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等。

另一方面，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

本，化解“贵不贵”的难题。为此，监管

引导金融系统让利。6月17日召开的国

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要求，进一步通过

引导贷款利率和债券利率下行、发放

优惠利率贷款等一系列政策，推动金

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

亿元。隔日，央行行长易纲就指出了金

融部门的三种让利方式：一是通过降

低利率让利。二是直达货币政策工具

推动让利。三是银行减少收费让利。预

计金融系统通过以上三方面今年全年

向企业让利1.5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