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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如何支持民企发展？这场座谈会释放出强信号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金融系统怎么

干？日前，一场座谈会在中国人民银行
召开，围绕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改善
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金融管理部门和金
融机构倾听民营企业诉求、提出实招硬
招，释放出支持民企高质量发展的强烈
信号。

座谈会上，依文集团董事长夏华谈
到了一个困扰产业链下游商户发展的问
题，引起参会者的关注。

“我们搭建的平台帮助绣娘的产品走
出大山、走进都市消费市场，但是在云贵
川等地，很多身处小村落的绣娘没有银行
账户，买原料、卖绣品往往得用现金交易，
更缺乏融资渠道，很不方便。”夏华说。

很快，同在会场的中国工商银行董
事长廖林就给出了回应：尽快解决云南、
贵州、四川等地绣娘的银行开户问题。

企业负责人畅谈融资现状、吐露期
待诉求，金融人士耐心回应、真诚解答，
这样的沟通交流在座谈会上多次出现，
成为金融系统发力改善民营企业融资环
境的生动写照。

从中央层面的民营企业座谈会，到
金融部门第一时间落实决策部署，再到
聚焦金融支持召开座谈会，支持民营企
业发展的政策举措正逐步落实落细。

当前，我国民营经济已经形成相当
的规模、占有很重的分量，这也体现在金
融领域。

“工行服务的公司客户中98%都是
民企。”廖林在座谈会上提供的数据，折
射出民营企业对于金融机构的重要性。

记者从座谈会上了解到的另一组数
据也印证了这点：

目前，A股近三分之二的上市公司
是民营企业，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约
八成公司是民企，新三板约九成是民企。

“金融机构给予我们的授信额度持
续增长，提供的金融产品也不断丰富，为
汽车行业创新发展注入了金融活水。”吉
利控股集团首席执行官李东辉说。

尽管如此，民企融资仍面临一些堵
点痛点，这也体现在不少企业负责人在
会上提出的诉求中：

伊利集团高级执行总裁刘春喜介
绍，奶业建设周期较长，一些牧场和养殖
户面临资金压力，亟待无还本续贷、贷款
展期等支持渡过难关。

圆通集团董事长喻渭蛟提出，随着
企业积极布局和拓展跨境物流业务，迫
切需要更高时效、更低成本的跨境金融
服务助其“扬帆出海”。

商汤科技董事长徐立表示，AI技术

和产业发展对资金需求巨大，但科研成
本高、周期长、风险大等特点成为了不少
企业融资的阻碍，期待更精准的金融政
策打通堵点卡点。

“在复杂的经济形势下，机遇与挑战
并存，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得
到金融机构、监管部门大力支持。”夏华
说。

有期待，就有回应；有问题，就有答
案——

会上，多个金融部门透露了下一步
的工作打算：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要实施好适度
宽松的货币政策，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
策工具作用。增加对民营和小微企业信
贷投放，推动融资成本保持在低位。执
行好金融支持民营经济25条举措，健全
民营中小企业增信制度。强化债券市场
制度建设和产品创新，进一步出台举措
支持民企发行科创债券。加快出台规范
供应链金融业务政策文件，支持产业链
上民企便利融资。

金融监管总局提出，持续强化监管
引领，继续下大力气引导督促金融机构
一视同仁对待各类所有制企业，将民营
企业金融服务做实、做深、做精，推动民
营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证监会透露，将做好民营企业股债
融资支持，完善多层次市场体系，加快培
育耐心资本，吸引更多优秀民营企业借
助资本市场做强做优做大。

“支持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需要金
融部门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中国人民
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当前，中国金融市
场和经济发展的匹配度不够，间接融资
和直接融资不平衡不协调；部分金融机
构存在避险情绪，“不敢贷”也“不愿贷”；
一些基层人员在客户准入上仍存在区别
对待，没有做到一视同仁……这些问题
仍要下大力气解决，需多部门加强协同
配合。

会上，全国工商联相关负责人表示，
各级工商联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和助手
作用，深化调查研究，搭建对接平台，会
同金融管理部门、金融机构提升民营企
业融资可得性和便利性。民营企业要加
强自主创新，完善治理结构，重视信用管
理，加强风险管控，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
展之路。

一场座谈会难以解决所有问题，但
已充分释放信号。在日益畅通的金融活
水支持下，民营企业将不断发展壮大，为
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力量。

（新华社北京3月2日电）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
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月1日发布数据显
示，2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升
至50.2%，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产出指数分别升至50.4%和51.1%。

“三大指数均位于扩张区间，我国经
济景气水平总体有所回升。”国家统计局
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说。

生产经营活动加快，制造业整体
向好回升——

2月份，随着春节后企业陆续复工复
产，生产经营活动加快，制造业PMI为
50.2%，比上月上升1.1个百分点，在上月
短暂落入50%以下后重新回到扩张区间。

“2月份制造业PMI的回升是季节性
因素和政策组合效果叠加影响下的结构
性回升，供需两端联动增长，四大行业协
同提升，多个细分指数创近年来新高，经
济回升质量较好。”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分
析师文韬说。

数据显示，2月份，装备制造业新订
单指数升至51%以上，较上月上升近1个
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和消费品制造业
新订单指数分别较上月上升2.1个和2.3
个百分点至51%以上；高耗能行业新订
单指数较上月上升3.4个百分点至接近
51%的水平，市场需求呈现总体向好运
行态势。

受市场需求回升拉动，企业生产采
购活动明显增长，生产指数和采购量指
数分别为52.5%和52.1%，较上月上升2.7
个和2.9个百分点。节后用工需求回升，
员工返岗复工较快完成，从业人员指数
为48.6%，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大型企业景气水平
明显回升，但中小型企业节后生产经营
活动恢复相对滞后。2月份，大型企业
PMI为52.5%，比上月上升2.6个百分
点。中、小型企业PMI分别为49.2%和
46.3%，比上月下降0.3和0.2个百分点。

文韬分析指出，2月份，大型企业生

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创2023年4月以
来新高，大型企业对宏观经济的支撑作
用稳步加强；中小型企业市场供需两端
有所分化，中型企业需求承压，小型企业
市场需求降势收窄，但生产端有所下行，
扶持中小企业措施仍需加码发力。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小幅回
升，企业预期延续乐观情绪——

2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4%，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非制造
业继续保持扩张。其中，服务业商务活
动指数为50.0%，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2.7%。

从行业看，航空运输、邮政、电信广
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货币金融服务、
资本市场服务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均位
于55.0%以上较高景气区间，业务总量较
快增长。受节前集中采买、节后假日效
应消退等因素影响，与居民消费相关的
零售、住宿、餐饮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回

落较为明显。
随着春节过后部分地区天气转暖、

投资项目陆续动工、企业逐步开工复产，
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比上月上升3.4个
百分点。其中土木工程建筑业商务活动
指数为65.1%、升幅较大，表明节后基础
设施项目建设施工进度加快。

从市场预期看，服务业业务活动预
期指数为56.9%，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
点，连续五个月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建
筑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4.7%。多数
非制造业企业对市场预期较为乐观。

此外，2月份，综合PMI产出指数为
51.1%，比上月上升1.0个百分点。构成
综合PMI产出指数的制造业生产指数和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52.5%和
50.4%。

“综合PMI产出指数持续位于扩张
区间，节后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恢复
发展加快。”赵庆河说。

（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提质扩面 推进普惠养老服务细化措施出台

三大指数均位于扩张区间 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透视2月份PMI数据

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等
部委近日印发《促进普惠养老服务高质
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提出推动服务供给
提质扩面、培育发展服务机构、统筹利用
存量资产、健全服务机构价格形成机制、
优化综合监管与服务、营造良好发展环
境等六方面细化措施。

大力发展价格可负担、质量有
保障、运营可持续的普惠养老服务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
年末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3.1亿人，占全
国人口的22%；65岁及以上人口2.2亿
人，占15.6%。

1月7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
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向社会公
布，要求建立促进普惠养老服务高质量
发展机制，加大设施建设和场地供给支
持力度，大力发展价格可负担、质量有保

障、运营可持续的普惠养老服务。近日
发布的若干措施，提出了细化落实普惠
养老服务的系列举措。

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
研究员刘方认为，价格可负担就是要通过
健全服务机构价格形成机制，确保老百姓
能负担、机构经营可持续；质量有保障是针
对当前普惠养老服务供需匹配度不高等问
题提出的，要通过推动供给提质扩面等举
措确保普惠养老服务质量有保障；运营可
持续主要是针对当前机构运营机制不畅、
存量资产转型利用不足等问题提出的，要
通过培育发展服务机构、统筹利用存量资
产等手段确保服务机构运营可持续。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以提质增效为
重点，统筹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
府专项债等资金渠道，继续加大对养老
设施建设的投入，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
服务刚需，重点扩大护理型床位有效供

给。”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说，同
时将持续组织实施普惠养老专项行动，
以公建民营等方式吸引社会力量参与，
推动建设一批价格可负担、质量有保障、
运营可持续的普惠养老服务机构。

盘活存量资产 改建或转型普
惠养老服务设施

若干措施要求，围绕盘活存量资产
加大政策支持。

民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会同相
关部门指导设区的市级政府制定普惠支
持型养老机构支持办法，因地制宜将符
合条件的闲置公共服务资源改建为普惠
支持型养老机构，加大设施建设和场地
供给支持力度，大力发展普惠养老服务。

自然资源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务
实推动解决规划调整难题，加大盘活存
量资产政策支持。对于党政机关和国有

企事业单位培训疗养机构的原生产经营
性划拨用地，改革后用于建设普惠养老
服务设施的，在符合现有规定、履行相应
程序的前提下，可采取作价出资（入股）、
授权经营等方式处置。对符合划拨供地
条件的可申请划拨供地。一定年期内不
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前提下，对
利用商业、办公、工业、仓储等存量房屋
以及社区用房举办普惠养老机构的，可
享受过渡期支持政策。还将推动解决存
量资产“登记难”问题。

“若干措施还提出，积极推动人工智
能辅助诊疗、康复训练、健康监护等设备
在普惠支持型养老机构的应用。”国家发
展改革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璐
说，“这体现出以养老服务带动产品发
展、实现二三产业联动的发展方向，也能
有效缓解长期以来养老服务人员供给不
足的问题。”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