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5月23日 星期六
统筹：孙友文 编辑：潘登 美编：张妍 校对：陈希

A10

王天宇说，随着经济下行，企业风
险暴露增加，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的
金融合同诉讼纠纷大量增加。金融合
同诉讼周期长、流程复杂，造成案件大
量积压。建议优化金融合同纠纷诉讼
程序及完善保证金质押扣划规定，应
出台相关规范，多措并举提高金融类
诉讼案件效率；完善相关制度规定，对
保证金质押权认定、冻结扣划标准、缴
纳退还机制以及金融机构对保证金的
管理标准等予以细化明确。

王天宇还提出了关于优化金融机
构诉讼费用缴纳、退还事项的建议：对
诉讼费用应退尽退；各级法院合理预
留退费预算；简化审批流程，提升办事
效率；建立主动退费机制；对金融机构
免除预缴制度。

他还建议，加强银行与资产管理
公司合作，推动不良资产市场化处

置。建议监管部门放宽资产管理公司
对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受让规定，适
当放宽不良处置市场化准入标准，成
立针对中小微企业的资产管理公司，
优化商业银行及资产管理公司发债融
资审批流程以满足流动性需求，建立
不良资产精准定价的科学评估体系。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
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
荣。”王天宇说，当前我国企业经营压
力增加，银行不良资产大幅攀升，唯有
加快不良资产处置，才能盘活存量贷
款，向实体经济增加有效信贷供给。
“尽管相关部门鼓励加快不良处置，但
商业银行与资产管理公司在不良处置
合作的实际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问
题，比如不良处置市场化推进较慢、处
置渠道单一、规模较小、定价准确性不
足等，亟须完善相关机制。”

全国人大代表王天宇

支持中小银行
数字化转型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徐刚领）今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
表、郑州银行董事长王天宇一如既往地关注着金融业，他提出了“支
持中小银行线上化、数字化转型的建议”“提升金融支持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建议”等多项建议。

为中小银行搭建“抱团取暖”平台
信息科技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

银行业发展正迈入4.0时代，新冠肺炎
疫情的爆发，更是推动了数字金融服
务的迅速发展。作为银行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城商行等众多中小银行也必
须加快推动数字化转型，才能跟上银
行业整体发展方向和步伐，突破经济
下行期经营发展面临的困境。但当前
关于数字金融治理的相关法规还不明
确，商业银行实行远程身份认证、开户
等难题一直未有效解决，制约了数字

化转型进程。
王天宇建议，支持中小银行线上

化、数字化转型。国家应出台相关政
策，鼓励中小银行打破现有金融边界，
开拓用户移动互联体验；适度放宽监
管政策对于现场核查、核保、核签的
硬性要求，解决远程开户难题；为中
小银行设立金融科技专项补贴或科
技研发费抵税政策；从监管层面或行
业协会层面，为中小银行搭建“抱团
取暖”平台。

优化金融合同纠纷诉讼程序

王天宇建议，提升金融支持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一是强
化顶层设计，统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工作。二是构建沿黄九
省（区）之间的金融合作机制。三是积
极探索有效的金融支持政策。四是鼓
励黄河流域绿色金融发展与创新。五
是差异化运用再贷款、再贴现、存款
准备金等货币政策工具。六是合作
设立各类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专项产业基金。七是充分发
挥地方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小银行的
金融服务功能。

他认为，金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
血液和润滑剂，是统筹实现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经济增长、文化传承创新
和整体脱贫等发展目标的重要支
撑。因此，需要出台相关政策，鼓励
金融大力支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

构建沿黄九省（区）金融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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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在支撑高质量发展、
改善民生福祉、保障国家安全等
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樊会涛还举例进行说明，2019年，
我国科技创新取得一批重大成果，
全社会研发支出达 2.17万亿元，科
技进步贡献率为 59.5%。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评估显示，我国创新
指数居世界第十四位，整体创新
能力大幅提升，嫦娥四号首次成
功登陆月球背面，北斗导航卫星
全球组网进入冲刺期，首艘国产
航母正式列装，等等，这也预示
着，科技创新对国家战略能力的
提升和长久的发展越来越起到重
大推动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带
来极大影响，靠什么支撑持续发展
下去，答案只有一个：靠的是科技创
新，要向科技创新要发展动力。正
如总书记所说‘科学技术从来没有
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
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
着人民生活福祉’，也从来没有像今
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企业的生存和发
展。”樊会涛表示，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出，要提高科技创新支撑能力，加
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建设创新型
国家实质是建设创新型企业，近百
年世界产业发展的历史表明，真正
起巨大推动作用的技术几乎都来自
企业。

全国人大代表樊会涛

从“要我创新”
变为“我要创新”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我是来自科技界代表，
主要从事航空武器装备研制工作。上午听了总理的报告，感到
这是一个高举旗帜、凝聚力量、催人奋进的好报告。”昨日下午，
河南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科技委副主任樊会涛在大会上发言
时表示。

樊会涛认为，在技术进步和创
新中，企业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只有千千万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得到提升，才能使国家整体创新能
力得到增强。

就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樊会涛
建议，企业要强化创新意识，将创
新作为生存之道、发展之路，增强
自主创新紧迫感、危机感和使命
感，从“要我创新”变为“我要创
新”；要建立自主创新组织保障机
制，有条件的企业要建立专门的科

研机构，专门从事科技创新活动，
努力形成集研究、开发、设计、制造
于一体的科技创新体系；要加大研
发的投入，以维持科研创新的永续
活力；要下大功夫吸引稳定人才，
对创新创业人才要给足“阳光雨
露”，助力“茁壮成长”，要以平台引
才、以事业聚才、以产业育才；要用
好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制定适合自
身生存发展的知识产权制度，保护
自身具有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
品的开发生产。

企业要强化创新意识

向科技创新要发展动力

与此同时，政府还要为企业营
造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充分发挥
好政府的战略规划、政策供给和统
筹协调作用，加强金融财税政策引
导和激励，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大
侵权惩罚力度，为企业开展创新、加
大投入、提升核心竞争力解除后顾

之忧。
“国家强大必须科技强大，只有

通过大幅度提升我国科技创新能力
特别是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建成世
界科技强国，才能支撑我国经济社会
持续发展，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宏伟目标。”樊会涛表示。

政府要营造良好创新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