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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义 13849115050
登封 13938274990
新郑 13525566346
荥阳 15515520081
中牟 15003836386
航空港 13140034566

航海路未来路 15617400882

花园路红专路 56621631
经 一 路 15237175580

惠济北大学城 13838173523

南 三 环 15238022358
凯 旋 门 13526442821

二七万达 15837166207

农业路文化路 13603716282

文化宫路伊河路 60100518

◆地址：博体路凯旋路交叉口郑州报业大厦 A 座 4楼东大厅
◆地址：棉纺路工人路交叉口向西 100米锦绣小公馆·西座 612

声明公告 ★郑州博睿尔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10
183MA5UTT9XB ， 财 务 专 用 章
不 慎 丢 失 ， 声 明 作 废 。

★ 任 职 声 明 ： 吴 占 飞 ， 于 2024
年 6 月 被 任 命 为 平 安 创 展 保
险 销 售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郑 州 分
公司负责人，特此声明。

★河南廷泰建设有限公司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丢 失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10182MA40WB8
L1R ，声明作废。

★郑 州众联 机械设 备租 赁 有 限
公 司 遗 失 湖 西 学 府 机 械 设 备
租 赁 付 款 支 付 申 请 表 ， 金 额
63368 元 ， 付 款 单 位 ： 郑 州 市 兴
隆 市 政 设 施 建 设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 声 明 作 废 。

兴 华 南 街 ） 进 行 郑 州 市 陇 海
路 供 热 管 网 工 程 施 工 。 施 工
时间 2024 年 11 月 30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0 日 。 特 此 公 示 。

公 示 单 位 ： 郑 州 热 力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公 示
经 主 管 部 门 批 准 ， 我 单 位 将
在 市 区 陇 海 路（嵩 山 南 路 至

我省一直以来高度重视金融支持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坚持多措
并举，整体实现了“量增、价降、质提”
的发展目标。

制定信贷目标，贷款实现“量
增”。10月末，全省民营企业贷款户数
达到 351.97 万户，余额达 2.42 万亿
元。其中，新发放的企业类贷款中，
55.75%的贷款投向了民营企业。

实施减费让利，贷款实现“价
降”。今年前10个月，新发放民营企业
贷款平均利率 3.82%，较年初再下降
0.46个百分点。3年来利率已经下降

了2.15个百分点。
落实增量政策，贷款实现“质

提”。督促银行机构落实无还本续贷、
优化流动资金贷款期限、普惠信贷尽
职免责新规要求，10月末，全省中小企
业无还本续贷余额2234.03亿元，较年
初增长 5.04%；7月份新流动资金贷款
管理办法实施以来，全省新发放一年
期以上流动资金贷款 1785亿元；前 10
个月对普惠信贷业务实施尽职免责
3.37万人次。“敢贷、愿贷、能贷”的氛
围进一步形成，民营经济贷款质量进
一步提升。

贷款实现“量增、价降、质提”成效显著

我省多方发力助民营经济融资

“敢贷、愿贷、能贷、会贷”
全力支持民营经济做大做优做强

民营经济是我省
经济发展的基本盘，在
稳增长、调结构、增就
业、惠民生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是提升我省
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
量。昨日，省人民政府
新闻办公室召开河南
省推动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系列第三场新
闻发布会，介绍我省支
持民营经济融资的有
关情况。

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相关
负责人表示，近年来，人行河南省分
行积极发挥金融之力，持续推动完善

“敢贷、愿贷、能贷、会贷”长效机制，
全力支持我省民营经济做大做优做
强，取得积极成效。

加强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牵引带
动信贷资金投放。用足用好多种货
币政策工具，支持金融机构持续增加
对重点领域民营企业的信贷投放。
截至 10 月末，全省今年累计发放支
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 1092.2亿元，
比去年同期多投 44.7亿元，为民营经
济贷款投放提供充足的低成本资金
保障。

发挥好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
正向激励作用。目前，已累计向地方
法人金融机构提供激励资金 7.35亿
元,直接撬动增加普惠小微贷款投放
898.7亿元。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技
术改造再贷款、碳减排支持工具、普
惠养老专项再贷款等结构性货币政
策工具加快落地，促进科技创新、绿
色转型、养老等领域信贷投放增量扩
面。10月末，全省累计使用上述工具
支持发放贷款约691.4亿元。

推动创新优化服务，提升金融服
务民营经济工作质效。以金融服务
民营经济效果评估为抓手，定期监
测、评价、通报，督促引导金融机构创
新优化金融产品与服务，扩大对民营
经济的贷款支持。同时，发挥好动产
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应收账款融
资服务平台以及中小微企业资金流
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作用，推动郑州郑

好融征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获得企
业征信机构资质，为金融机构发放
信用贷款、拓宽企业融资抵质押物
范围提供有力支撑。截至 10 月末，
全省普惠小微信用贷款余额 4074.4
亿元，同比增长 39%，占普惠小微贷
款余额比重达到 35.2%，同比提升
6.2个百分点。

加强利率政策传导，切实降低民
企融资成本。今年以来，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连续3次下调。为推动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下行红利及时传导至我
省民营实体，在银行负债端，引导中
小金融机构分批跟随下调存款利率；
在银行资产端，引导金融机构提升贷
款精细化定价水平，对民营小微企业
实施定价优惠。2024 年 10 月份，全
省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8%，同
比下降 0.4个百分点。其中，小微企
业、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同比分别
下降0.6个、0.5个百分点。

大力发展债券市场融资，有效拓
宽民企融资渠道。聚焦民营企业直
接融资瓶颈，制定《银行间债券市场
工作手册》，加大宣传推广力度，推动
金融机构积极为省内优质民企承销
发行债券，拓宽民营企业的融资渠
道。同时，支持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
金融机构发行金融债券，增强资金实
力，更好地支持我省民营经济重点领
域。10月末，全省非金融企业债务融
资工具余额 4209.5 亿元，同比增长
9.7%；全省金融债券和信贷资产支持
证券余额 679.2亿元，同比增长 12%，
有力扩大了民营企业资金来源。

金融赋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民营经济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
础，也是全面建设现代化河南的重要
力量。目前，河南在引导金融机构加
大民营经济金融支持力度，特别是加
强小微企业融资支持方面，采取了哪
些监管举措？记者从会上获悉，从金
融监管角度看，我省当前对小微民营
企业最大的支持政策为建立并推动小
微企业融资协调机制的运行。

我省从供需两端发力，搭建银企
精准对接的桥梁，提高金融服务的可
得性、优惠性和高效性。协调机制县
区以下专班一手牵企业，解决企业融
资难融资贵问题；一手牵银行，解决银
行获客难、放贷难困境。通过走访摸
排企业融资需求，筛选形成“申报清
单”，通过专班审核把关，形成“推荐清
单”。引导信贷资金“直达基层、快速
便捷、利率适宜”。

我省组织银行选派近 3万名员工
参与“千企万户大走访”活动，占全省
走访人员的一半左右。走访普惠型市
场主体接近 500万户，其中，小微企业
200.8万户，目前已经基本实现对全省
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的摸排全覆盖。组
织银行积极参与“两张清单”形成，充
分发挥金融专业优势，与基层专班共
同合作，线上线下共形成“申报清单”
62.3万户、占走访数量的12.6%，“推荐
清单”15.2 万户、占“申报清单”的
24.4%，基本摸清了企业融资需求。组
织银行开辟绿色通道，要求银行在收
到“推荐清单”和企业材料后一个月内
作出授信决定，提高融资效率。10月
15日以来，新增授信13.2万户，推荐授
信率 86.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合计
授信金额 778.6 亿元，发放贷款金额
602.2亿元。

加强对小微企业融资支持

小微企业量大、面广、活性强，是
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和“末梢神
经”。截至目前，我省登记注册的小微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超过 1020万户，带
动就业超过 2200万人，是名副其实的
就业主渠道。

近期，我省建立了“省、市、县区”
三级协调机制。组建专班走访小微企
业的主体在县区，县区一级除了建立协
调机制，还抽调政府部门和辖区银行机
构人员，组建了实体化的集中办公专
班。11月初启动“千企万户大走访”活
动，地毯式摸排小微企业融资需求形
成“申报清单”，县区专班审核后形成

“推荐清单”，银行收到后 30日内决定
是否授信，对不符合条件的5个工作日
内反馈问题，由专班人员跟进协调。

依托省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开发
了全省统一的线上申报平台，便利基
层填报信息和实时监测调度。截至11
月 26日，注册账号的一线走访人员已
有 5.69万人；通过走访、电话、自主申
请等方式，初步摸排小微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近 500万户；申报平台上线以
来，各县区工作专班走访填报“申报清
单”企业 11.29万户，进入“推荐清单”
企业 4.16万户，各银行授信贷款已经
陆续落地。记者 安欣欣

畅通国民经济“毛细血管”

多方发力

普惠金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