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服务外贸工作五大核心目标

●小微外贸企业贷款利率不高于各项贷款利率平均水平
●小微外贸企业贷款不良容忍度放宽至不高于各项贷款
不良率3个百分点

●力争实现外贸企业贷款增速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
●对有外贸实绩企业金融服务全覆盖
●金融产品服务体系更加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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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意见》明确，多部门将在信
息共享、政金企对接、统计监测、指导
评估和宣传引导等方面形成合力，确
保金融支持稳外贸政策措施落地见
效。通过各部门协同配合，打通政策
落实的“最后一公里”，充分发挥金融
支持外贸的政策协同效应，为外贸企
业营造更加良好的金融环境，助力河
南外贸实现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近年来，河南金融监管局强
化监管引领，推进辖内银行保险机构服
务稳外贸取得积极成效。数据显示，截

至2024年末，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
外贸企业贷款突破2700亿元，较年初增
加634.85亿元，增幅30.56%，高于各项
贷款平均增幅23.82个百分点，国际贸易
融资和表外业务合计1292.68亿元，短期
出口险承保保额946.83亿元，同比增长
9.57%，累计服务外贸企业8684户，同比
增加2306户，帮助1949家企业规避汇率
风险，外汇套保量247.75亿元，展现了金
融助力外贸稳定增长的强劲动能。
记者 安欣欣 通讯员 郭玲伶/文
马健/图

加大信贷投放 加强产品创新 提升服务质效

河南出台22项举措
以金融之力助推外贸稳定增长

“封丘金银花”成功获批
河南地理标志添新成员

本报讯（记者 李爱琴） 3月 24
日，记者从省知识产权局获悉，河南
特色农产品“封丘金银花”日前通过
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查，获得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注册证，正式成为全省
地理标志家族的新成员。

地理标志作为一种新型知识产
权，主要通过两种模式进行保护：一
是通过地理标志保护产品（PGI）进
行保护；二是通过注册为证明商标
或集体商标进行保护。根据国家知
识产权局统计，截至 2024年底，我
国累计认定地理标志产品 2544个，
核准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证明
商标注册 7402件，地理标志专用标
志经营主体总数近3.3万家，地理标
志产品直接产值超过 9600亿元，连
续多年稳定增长。

地理标志是产品品质、特征、信
誉的标志，是区域文化和区域形象
的代表符号，对特色产业的形成、发
展、繁荣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地
理标志也是与“三农”联系最密切的
知识产权。有研究表明，地理标志
农产品对农民收入具有正溢出效
应，各省区的地理标志农产品每增
加一种，农民收入实际增加 0.1%，
地理标志农产品对实际农民收入
的总增长贡献为 8.12%，平均每年
贡献为 2.03%。“封丘金银花”凭借
其卓越品质和深厚文化底蕴获得
认可，有效提升了产品附加值与产
业竞争力，为当地经济发展和农民
增收注入强大动力，为乡村振兴提
供了有力支撑。

今年我省政府补贴性
职业技能培训项目
指导目录出炉
涵盖756个职业工种

本报讯（记者 李娜） 3 月 24
日，省人社厅联合省财政厅发布
2025年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项
目指导目录，共设置 4类专业目录，
包含 756个职业（工种）。此次发布
的指导目录，紧密对接我省重点产
业链群发展需求，加大急需紧缺型
中高级技能人才培训。

此次公布了优先支持类、重点
支持类、引导支持类和专项职业能
力共 4类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专业
目录，包含职业（工种）756 个。优
先支持类包含半导体芯片制造工、
车工、焊工等 76个职业（工种），重
点支持类包含养老护理员、假肢装
配工、园艺工、酒体设计师、中式烹
调师等 82个职业（工种），引导支持
类包含复混肥生产工、钢筋工、保
健按摩师、美发师、管道工、餐厅服
务员等 402个职业（工种），专项职
业能力包含服装缝纫、塑料编织、
熬炒鸡制作、老年人照护等 196个
职业（工种）。相关部门将进一步
规范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秩
序，强化全过程管理，杜绝无效培
训，以劳动者素质提升推动实现高
质量充分就业，助力产业升级转型
发展，全面提升政府购买培训成果
质效。

进一步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力促河南外贸稳定增长，全力护
航外贸“突围”走出去。近日，河
南金融监管局联合省委金融办、
省商务厅印发《关于加强金融支
持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指导意
见》。《指导意见》围绕加大信贷
投放、加强产品创新、提升服务
质效等七大方面提出 22项有力
支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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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金融服务外贸方向

《指导意见》首次以量化指
标明确金融服务外贸发展路径，
确立了金融服务外贸工作五大
核心目标，即力争实现外贸企
业贷款增速高于各项贷款平均
增速；对有外贸实绩企业金融
服务全覆盖等。同时，河南还
将通过定向信贷投放、专属产品
创新和风险缓释机制，力促金融
资源精准直达外贸主体，破解融
资难题。

构建差异化金融支持体系

《指导意见》坚持市场导向，
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发挥职能优
势，差异化落实金融支持策略。

根据《指导意见》，政策性银
行将加大对符合国家战略和产
业政策的外贸项目的信贷投放，
精准对接不同类型外贸企业的
融资需求；全国性商业银行将
发挥全球化、综合化优势，为外
贸企业提供融资、结算、汇率避
险等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地
方法人银行将立足本地资源，
重点为小微外贸企业提供融资
支持；政策性保险公司将扩大
出口信用保险承保规模与覆盖
面，商业性保险公司则聚焦进
出口关键环节，完善保险与理
赔服务，全面提升外贸领域保
险服务的可得性。

《指导意见》聚焦重大战略、重点
领域和薄弱环节，引导金融机构加大
信贷资金供给和保险保障力度。大力
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外
贸转型升级，服务跨境电商、市场采
购、海外仓等新业态新模式，推动服务
贸易、绿色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发展。

在支持小微外贸企业方面，《指导
意见》明确金融机构要充分利用小微
企业融资协调机制，为小微外贸企业
纾困解难。要优先走访对接小微外贸
企业，加强与“推荐清单”企业的融资
对接。对于符合条件的小微外贸企
业，扩大信用贷款投放。落实无还本
续贷政策，助力有技术、有市场、有前

景但因外部冲击经营暂时困难的中小
微外贸企业渡过难关。

在优化服务与减费让利方面，《指
导意见》鼓励金融机构创新融资模式、
深化银保合作，开发契合外贸需求的
产品服务，进一步挖掘降费空间，帮助
外贸企业降低融资成本。发挥专业优
势，在跨境支付结算、汇率避险等服务
的基础上，为外贸企业提供市场拓展、
政策咨询、业务辅导和风险应对等融
智支持，满足企业多元化需求。健全
管理机制，通过单设信贷规模、优化审
批流程、适当下放审批权限、实施差异
化内部资金转移定价等方式，强化外
贸领域资源保障。

细化金融支持外贸举措

打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

郑州陆港园区中欧班列（郑州）正在吊装集装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