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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发挥金融支持稳经济作
用，不仅需要金融管理部门研究制
定新政策，更需要银行等金融机构
及时行动，让政策早日落地见效。

6月 2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
定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支持重大
项目建设的举措，两个月内，国家开
发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就已经
完成首批 3000亿元资金投放。截
至 10月末，两批金融工具合计已投
放 7400亿元，各银行为金融工具支
持的项目累计授信额度已超 3.5万
亿元。

在各家银行的加速推进下，一
批交通、能源、水利、市政、产业升级
基础设施等领域重大项目补充了资
本金。从落地效果看，今年前 10个
月，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8.7％，
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同比增长
23.1％，增速连续2个月加快。

在此背景下，金融管理部门在
座谈会上明确要求，全国性商业
银行要发挥“头雁”作用，主动靠
前发力，要进一步加大对市场主体
的支持力度，主动向实体经济减费
让利。据新华社

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
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
解决新市民青年人住房困难

新华社电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做好
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情况年度监
测评价工作的通知，要求做好发展
保障性租赁住房情况年度监测评
价工作。年度监测评价要结合工
作实际，突出各项支持政策落地见
效，切实在解决新市民、青年人住
房困难方面取得实实在在进展。

通知提出，在“确定发展目标，
推进计划完成”方面，在摸清保障
性租赁住房需求和存量土地、房屋
资源的基础上，支持各类主体参与
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科学确定
“十四五”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目
标，制定年度建设计划，并向社会
公布；新市民和青年人多、房价偏
高或上涨压力较大的大城市，在
“十四五”期间应大力增加保障性
租赁住房供给。

在“严格监督管理”方面，应建
立健全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将
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纳入平台统
一管理；根据不同的建设筹集方
式，结合实际，明确保障性租赁住
房准入和退出的具体条件、小户型
的具体面积标准以及低租金的具
体标准，并抓好落实，确保保障性
租赁住房符合小户型、低租金、面
向新市民和青年人供应的要求；应
出台具体措施，坚决防止保障性租
赁住房上市销售或变相销售，严禁
以保障性租赁住房为名违规经营
或骗取优惠政策。

前 10月，公路水路交通
固定资产投资24665亿元

新华社电 交通运输部 22日
发布数据，今年 1至 10月，我国完
成公路水路交通固定资产投资
24665亿元，同比增长9.5％。

具体来看，1至 10月，完成公
路投资 23369 亿元，同比增长
9.6％；完成内河投资 634亿元，同
比增长9.2％；完成沿海投资652亿
元，同比增长8.2％。

金融部门多举措、多手段、多方面保市场主体

2000亿元无息再贷款“保交楼”

对收费公路贷款减
息、拟推出 2000 亿元
“保交楼”贷款支持计
划、支持普惠小微企业
贷款延期还本付息……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日前召开的全
国性商业银行信贷工作
座谈会上了解到，多项
稳经济政策正在有条不
紊地推进。

多份文件紧盯市场主体
精准施策

“近期，金融管理部门针对稳
市场主体出台多个文件，商业银行
要增强责任担当，全力抓好落实。”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 21日
表示，针对近期房地产领域已出台
和即将出台的多项举措，各银行要
专题研究、压实责任，促进房地产
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潘功胜是在当日人民银行、银
保监会联合召开的全国性商业银
行信贷工作座谈会上作出上述表
示的。与金融管理部门要求一同
明确提出的，还有一项项激励银行
支持市场主体、打消后顾之忧的政
策举措。

在四季度对收费公路贷款利
息进行减免的银行给予政策激励；
明确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的
财政贴息政策；以签订利息互换协
议的方式支持银行对符合要求的
新发放贷款减息；支持符合条件
的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
息……金融管理部门近期推出多
项举措，以市场化手段，支持银行
加大对市场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

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肖远企
在会上表示，受疫情、外部冲击等
超预期因素影响，我国经济面临一
些挑战和下行压力，需要保持信贷
增速稳定，发现和激活市场主体的
金融需求。以信贷为主要抓手，做
好稳投资促消费保民生各项金融
服务。

房地产业关联很多上下游行
业，对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近期，金融管理部门推出多项
举措，整合了信贷、保函、债券等多
种手段，涉及“保交楼”、预售监管资
金、房企并购等多个方面，打出一套
“组合拳”。

为保持房地产融资平稳有序，
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近期联合发布
了《关于做好当前金融支持房地产
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工作的通知》，出
台多项措施，包括稳定房地产企业
开发贷款、建筑企业贷款投放，支持
个人住房贷款合理需求，支持开发
贷款、信托贷款等存量融资在保证
债权安全的前提下合理展期。

同时，人民银行还鼓励用好民
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支持民
营房企发债融资。日前，民营企业
债券融资支持工具宣布扩容，支持

包括房地产企业在内的民营企业发
债融资，预计可支持约 2500亿元民
营企业债券融资。人民银行将对于
该工具提供再贷款资金支持。

针对前期一些房企风险显性化
导致逾期交房的问题，人民银行配合
有关部门出台了“保交楼”专项借款，
支持已售逾期未交付的住房建设交
付，并研究设立了鼓励商业银行支持
“保交楼”的结构性政策工具。

记者了解到，该工具是一项针
对商业银行的“保交楼”贷款支持计
划，拟推出规模约 2000亿元的无息
再贷款，支持商业银行推动化解未
交楼个人住房贷款风险。

人民银行相关人士表示，相关部
门还将进一步完善“保交楼”专项借
款新增配套融资的法律保障、监管政
策支持等，推动“保交楼”工作加快落
实，维护住房消费者合法权益。

多种工具共同打出房地产金融“组合拳”

银行要主动靠前发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