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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
治局11月27日召開會議，審議《關於進一步推
動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若干政策措施的意
見》《中國共產黨領導外事工作條例》。中共
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
會議指出，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是以習近平
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戰
略實施以來，思想認識、生態環境、發展方
式、區域融合、改革開放等方面發生了重大變
化，發展質量穩步提升，發展態勢日趨向好。

推動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取得新進展
會議強調，推動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根

本上依賴於長江流域高質量的生態環境。要毫
不動搖堅持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在高水
平保護上下更大功夫，守住管住生態紅線，協
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要堅持把科
技創新作為主動力，積極開闢發展新領域新賽
道，加強區域創新鏈融合，大力推動產業鏈供
應鏈現代化。要統籌抓好沿江產業布局和轉
移，更好聯通國內國際兩個市場、用好兩種資
源，提升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增強
對國際循環的吸引力、推動力。要堅持省際共
商、生態共治、全域共建、發展共享，提升區
域交通一體化水平，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促
進區域協調發展。要統籌好發展和安全，維護

國家重要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提升流域防
災減災能力，以一域之穩為全局之安作出貢
獻。要堅持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
的工作機制，加強統籌協調和督促檢查，加大
政策支持力度，在重點領域推動一批重大改
革。沿江省市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切實履行主體
責任，強化工作落實，步步為營、扎實推進、
久久為功，推動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不斷取
得新進展。

把習近平外交思想落實到外事工作各方面
會議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外事工作條例》

對黨領導外事工作作出規定，把黨長期以來領

導外事工作的思路理念、體制機制和成功實踐
轉化為制度成果，對於確保黨中央對外大政方針
和戰略部署得到有力貫徹執行具有重要意義。
會議強調，要進一步加強黨中央對外事工作
的集中統一領導。要加快形成系統完備的涉外
法律法規體系，不斷提升外事工作的制度化、
規範化、科學化水平。要深刻認識新征程上黨
的外事工作使命任務，把習近平外交思想貫徹
落實到外事工作全過程各方面，為推進強國建
設、民族復興偉業創造有利條件，為維護世界
和平與發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更
大貢獻。
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項。

中共中央政治局：進一步加強黨中央對外事工作集中統一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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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部委25新措加強民企金融服務
着力暢通信貸債券股權等融資渠道 合理滿足民營房企金融需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11月27日，中國人民銀行、國家

金融監管總局、中國證監會、國家外匯局、國家發展改革委、工業和信息化

部、財政部、全國工商聯八部委聯合印發《關於強化金融支持舉措 助力民

營經濟發展壯大的通知》，提出支持民營經濟的25條具體舉措。通知要求

金融機構主動做好資金接續服務，不盲目停貸、壓貸、抽貸、斷貸；保持信

貸、債券等重點融資渠道穩定，合理滿足民營房地產企業金融需求；並且要

求從民營企業融資需求特點出發，着力暢通信貸、債券、股權等多元化融資

渠道，幫助民企渡過難關。

民營經濟信心不足是當前經濟修復偏
慢的影響因素之一，以民營房企為

代表的部分民企面臨資金緊張、融資不
暢等問題，亦有相當部分的民營企業
「不敢投」、「不願投」。今年1月至
10月，國有控股企業固定資產投資同比
增速為6.7%，同期民營投資增速同比下
降0.5%，已連續六個月負增長。
此次八部委聯合再推25條舉措，主要
從加大信貸資源投入、暢通債券融資渠
道、擴大優質民企股權融資規模、加大
外匯便利化政策、提升金融機構服務民
企積極性等多方面，落實「民營經濟31
條」，釋放金融政策支持民營企業的積
極信號，以提振企業信心、穩定預期。

金融機構要制定民企年度服務目標
本次通知提出，銀行業金融機構要制
定民營企業年度服務目標、提高服務民
營企業相關業務在績效考核中的權重
等，加大對民營企業的金融支持力度，
逐步提升民營企業貸款佔比。合理提高
民營企業不良貸款容忍度，建立健全民
營企業貸款盡職免責機制，充分保護基
層展業人員的積極性。
通知重申金融監管部門支持民企發展
的重點方向，包括進一步加大對科技創
新、「專精特新」、綠色低碳、產業基
礎再造工程等重點領域以及民營中小微
企業的支持力度；繼續落實好房地產
「金融16條」；暢通民營企業股、債、
貸三種融資渠道等。

鼓勵機構投資者配置民企債券
通知提出，在信貸支持方面，銀行業

金融機構要加大首貸、信用貸支持力
度；在債券融資方面，支持民營企業註

冊發行科創票據、科創債券、股債結合
類產品、綠色債券、碳中和債券、轉型
債券等，鼓勵和引導機構投資者積極科
學配置民營企業債券，加大對民營企業
債券投資力度。

支持符合條件民企赴境外上市
在股權融資方面，通知表示，支持民

營企業上市融資和併購重組，支持符合
條件的民營企業赴境外上市，利用好兩
個市場、兩種資源。其中，要發揮區域
性股權市場、股權投資基金對民營企業
的支持服務作用。支持保險、信託等機
構以及資管產品在依法合規、風險可
控、商業自願的前提下，投資民營企業
重點建設項目和未上市企業股權等。

完善跨境投融資便利化政策
通知還提到，支持民營企業「走出
去」「引進來」，將完善跨境投融資便
利化政策。擴大高新技術和「專精特
新」中小企業跨境融資便利化試點範
圍；支持符合條件的民營企業開展跨國
公司本外幣一體化資金池業務試點，便
利民營企業統籌境內外資金劃轉和使
用；有序擴大外資企業境內再投資免登
記試點範圍，提升外資企業境內開展股
權投資便利化水平。
另外，要綜合運用貨幣政策工具、財
政獎補和保險保障等措施，提升金融機
構服務民營經濟的積極性。加強部門合
作，完善信用信息共享、融資擔保、便
利票據貼現、應收賬款確權、稅收等配
套政策和機制，增強民營經濟金融承載
力。人民銀行表示，下一步將制定具體
實施細則，同時，加強統計監測和政策
效果評估，確保政策惠及民營企業。

金融支持民企措施要點
◆持續加大信貸資源投入，提高服務民營企業相關業務在績效考核中的權重，逐步提
升民營企業貸款佔比，加大首貸、信用貸支持力度。

◆對暫時遇到困難但產品有市場、項目有發展前景、技術有市場競爭力的民營企業，
按市場化原則提前對接接續融資需求，不盲目停貸、壓貸、抽貸、斷貸。

◆保持信貸、債券等重點融資渠道穩定，合理滿足民營房地產企業金融需求。

◆支持民營企業註冊發行科創票據、科創債券、股債結合類產品、綠色債券、碳中和
債券、轉型債券等。

◆鼓勵和引導商業銀行、保險公司、各類養老金、公募基金等機構投資者積極科學配
置民營企業債券。

◆研究推進高收益債券市場建設，面向科技型中小企業融資需求，建設高收益債券專
屬平台。

◆支持民營企業上市融資和併購重組，支持符合條件的民營企業赴境外上市。

◆支持保險、信託等機構以及資管產品在依法合規、風險可控、商業自願的前提下，
投資民營企業重點建設項目和未上市企業股權。

◆擴大高新技術和「專精特新」中小企業跨境融資便利化試點範圍，有序擴大外資企
業境內再投資免登記試點範圍。

◆加大對民營小微企業的融資增信支持力度，建立國家融資擔保基金風險補償機制。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通知提出支持民營經濟的25條具體舉措。通知要求金融機構主動做好資金接續服務，不盲目停貸、壓貸、抽貸、斷貸；保
持信貸、債券等重點融資渠道穩定，合理滿足民營房地產企業金融需求。圖為位於浙江省台州市的傑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作人員在裝配車間裝配縫紉機。 資料圖片

今年下半年以來，中
央支持民營經濟發展壯大
的政策「組合拳」，以前
所未有之勢密集推出。

7月，國家發展改革委連續召開三場
民營企業家座談會，7月19日，中共
中央、國務院正式發布《關於促進民
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此後，促
進民營投資、為民營經濟發展營造良
好法治環境等配套文件相繼落地，民
營經濟發展局在國家發展改革委內部
設立，作為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
專門機構。
此次八部委再推金融支持民企發展

的25條措施，對解決民企融資難融資
貴問題提出系統方案；加之近期人民
銀行再次重申要「一視同仁滿足不同
所有制房地產企業合理融資需求」，
監管機構也正在起草一份中資房地產
商白名單，在列企業將獲得包括信
貸、債權和股權融資等多方面的支
持……，這些重磅舉措繼續釋放支持
民營企業發展的積極信號。
未來一段時間，中央支持民企發展
政策力度仍可期待。不過，政策狂
歡、金融救市，或許能夠為民營企業
解決一時之困，但更多深層發展問題
還需要更多冷靜思考和長遠謀劃。為

什麼反覆強調「兩個毫不動搖」（即
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
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
濟發展），民企仍有疑慮？中國的民
營企業為什麼願意急功近利賺快錢，
而不願意專注搞科創研發？民營企業
家為什麼熱衷經營政商關係、搞資本
槓桿遊戲？這背後或許是民企所遇到
不平等、沒有安全感的現實反應，是
改革難落實、政策難落地的直接表
現。讓政策組合拳拳拳落地，化為民
營企業家的汩汩信心之源，這仍需從
決策層到相關部門的細心謀劃、全力
支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民營經濟政策加碼背後的冷思考
文文匯匯
觀察觀察

「通知指出了民營企

業在融資難方面面對的

許多具體問題，並給出

了針對性的解決辦法，

這給了我們民營企業家

更足的底氣，也給了我們辦好企業更

強的信心。今天看到通知發布的好消

息，我第一時間和公司的高管們分享

了自己的看法。」作為一名扎根實體

經濟 40 年的民營企業家，浙江中南

集團董事局主席吳建榮表示，針對實

體經濟融資難的問題，通知出了實

招。

「要振興實體經濟首先要通過政策

引導更多資金投向實體經濟，引導金

融機構把為實體經濟服務作為發展的

第一要務，相信通知的出台將有效防

範『經濟脫實向虛』的傾向。」他表

示，有的金融機構認為，民營中小企

業的信譽度低、穩定性差、風險系數

高、貸款規模小等，這是民營中小企

業融資難的主要原因。而通知中提出

積極培育天使投資、創業投資等早期

投資力量，增加對初創期民營中小微

企業的投入；實施「一鏈一策一批」

中小微企業融資促進行動等舉措，相

信一定能更好地為中小企業提供優質

金融服務。

此外，他也認為，通知將有效調動

商業銀行服務民營企業的積極性。

「在我國以間接融資為主的融資體系

中，商業銀行一直承擔着主力軍的作

用。通知明確銀行業金融機構要制定

民營企業年度服務目標，提高服務民

營企業相關業務在績效考核中的權

重。這將充分調動商業銀行服務民營

企業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是解決好民

企融資難題的關鍵一環。」

增強赴港上市動力
「通知中有一條是關於支持符合條

件的民企赴境外上市的內容。這一點

對我們來說相當於吃了一顆定心

丸。」正準備赴港上市的浙江一家電

商平台企業負責人史小姐告訴香港文

匯報記者，兩三年前公司就已經有了

上市的想法，一直遲遲未動的原因就

是在權衡到底應該選擇境內還是境外

上市。

史小姐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在與

香港相關上市輔導機構對接後發現，

一方面公司無論是產業內容、盈利能

力、創新能力等方面都非常符合上市

條件，另一方面，在融資規模方面也

有更大吸引力。

可即便這樣，企業的上市計劃還是

一拖再拖。史小姐坦言：「這幾年國

際投資市場對於中概股的態度多少讓

我們有些顧慮。另外，畢竟是要到境

外上市，政策導向也至關重要。所以

我們一直希望能夠看到像這次通知裏

這樣的內容，這對於我們後續的上市

計劃會起到推動作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莉 杭州報道

為實體經濟融資難出實招 民企信心大增

◆浙江中南
集團董事局
主席吳建榮
香港文匯報
浙江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