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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融资是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有
效途径。日前，人行吉林省吉林市中支联合政府相关部门
举办了吉林市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工作推进会暨现场演示
培训会。来自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吉林省人民银行系统、
吉林市各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供应链核心企业的140余
人参加了此次推进会。

推进会现场，吉林市第一建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财务
总监董艳丽向供应链核心企业代表分享了融资经验。她
说：“接入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后，公司和上游供应商的
资金压力明显缓解，上游供应商的资金成本和公司的采购
成本降低了，提升了公司的竞争力，增强了双方的粘合
度。”

董艳丽在做经验分享时还表示，通过应收账款融资服
务平台对企业债权债务的实时监控，缩短了金融机构的审
核时间，提高了融资贷款的办理速度，也督促核心企业强
化财务管理，及时履行偿付义务。

今年2月18日，经过接口研发和系统测试，吉林市第
一建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系统与人民银行征信中心

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成功实现对接，成为东北三省首家
与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实现系统对接的核心企业。截
至目前，吉林市第一建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已通过服务平
台为其上游的吉林市恒宇劳务派遣有限公司和吉林市宏
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实现融资1260万元。

据介绍，2017年人民银行、工信部、财政部等七部委
印发《小微企业应收账款融资专项行动工作方案（2017-
2019年）》，明确要通过推进应收账款融资为中小微企业
发展提供更多信贷支持，政策出台以来，人行长春中支结
合吉林省实际主动作为，制定印发了《吉林省小微企业应
收账款融资专项行动工作实施方案（2017-2019年）》，确
定吉林市为小微企业应收账款融资专项行动重点推进城
市，并指导人行吉林市中支以推动供应链核心企业与应收
账款融资开展系统对接、促进应收账款融资线上业务发展
作为工作重点，积极与地方政府相关部门、辖内金融机构
开展深入交流，确定意向接入企业，组织银企洽谈。2018
年7月，该行确定吉林市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为重点推
动对象；2018年11月，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人行长春中
支、人行吉林市中支、建行吉林分行等多方合作正式开展
系统对接工作，并于今年2月18日成功实现对接。

据了解，通过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进行融资可以有
效降低融资成本、压缩融资周期。由于融资双方信息对

称、真实可靠，可以免除所有担保或保险
费用，银行直接执行贷款基准利率，仅额
外收取基准利率 15%至 20%的手续费
（不再区分融资额度），融资企业不再需要
支付保证金或评估费，平均节约融资成本
近30%。在办理时间方面，一般应收账款
线下融资审批时间同城需要5个工作日，
异地客户需要7至10个工作日，而线上
融资将上述两种情况的审批时间缩短为
3个和3至5个工作日，企业融资时间大
幅缩短。

推动“链”上融资 实现多方共赢
吉林积极推进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工作

策划人语
小微企业量大面广，是

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与
重要支柱，但是小微企业融
资难的情况却较为突出。
近年来，各地人行分支机构
不仅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
策工具支持小微企业，还多
次加强信贷政策引导，督促
金融机构改进小微企业金
融服务方式，引导它们采取
多种举措为小微企业开拓
渠道，改善生存环境，助力
小微企业走出融资环节的

“沼泽地”。

本报记者 刘新光 曹平苹
通讯员 刘雄 叶波

在全面深化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大环
境下，如何有效发挥基层央行调查统计工作的功
能与作用，人行湖南省湘潭市中支给出了答案。

《金融时报》记者了解到，按照“全面监测、信
息共享、部门联动、精准施策、共促发展”的思路，
该行创新建立了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统计监测体系
（以下简称“体系”），可精准反映金融支持小微企
业情况，为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信息参考。

多方位展现政策支持

按照“几家抬”的政策支持思路，人行湘潭市
中支在“体系”的第一部分设计了政策支持指标，
从多方位反映相关经济主管部门和金融管理部门
在融资方面给予小微企业的政策支持，包括财政
贴息、央行货币信贷、地方政府基金补偿、地方政
府风险缓释等金融机构辅助支持等政策。

在指标选取上，“体系”既注重金额规模，又注
重实际获得政策支持的企业数量，以更好地评估
和考量政策执行力度和落地情况，分四部分56个
指标，收集整理了近3年的季度时序数据，可量化
地反映出政策支持情况。

具体化呈现金融服务

“体系”在第二部分以例举的方式重点反映金
融机构支持小微企业的创新型信贷产品，其中包
括以结算为基础的信贷产品、以纳税为基础的信
贷产品等。此举一方面提高了银行机构的积极
性，另一方面有利于推广好的融资服务产品，更多
地惠及小微企业。

记者了解到，“体系”还精准地对各类金融服
务进行了具体呈现。如政府运用风险缓释基金对
21家小微企业进行了风险补偿，可量化地反映出
政策支持情况；以纳税为信用支撑的创新信贷产
品余额两年来持续增长，直观化地反映出银行支
持情况；按工信部口径统计出的小微企业贷款数
据、实体小微企业贷款规模和增长速度比，可聚焦
式地反映出实体小微企业资金获得情况。

“支持小微企业融资最关键的是信贷产品创
新，要改变以往的信贷产品设计与小微企业实际需

求不适应的困局。”人行湘潭市中支相关负责人说。

跟踪式记录窗口工作

湘潭市的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专门设立了小
微企业融资服务窗口，可以为小微企业提供银行
融资、融资性担保、政府过桥资金、贴息等一站式
服务。“体系”第三部分旨在以“面对面”的形式掌
握小微企业融资服务最鲜活的第一手情况，全程
跟踪记录从企业上门咨询到最终获得融资的流
程，对服务窗口的工作情况及实际效果进行了量
化反映。

在指标设计上，“体系”重点从申请融资企业
数量和融资获得两个维度进行衡量，如“首次与银
行建立信贷关系的户数”这一指标。今年上半年，
全市共有427家小微企业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在银
行机构融资，这个数据对于今后深入调查了解初
创型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特点提供了坚实的基
础。此外，由于现行的人民银行统计体系未能将
小微企业贷款统计覆盖到县域这一层面，导致了
县域数据缺失，为延伸统计范围，“体系”设计了县
域数据版块，可以有效为今后对县域贷款的特征
研究提供数据支持。

穿透式监测融资进展

“体系”在指标设计上突出了穿透式原则。“体
系”的第四部分主要反映实体小微企业获得融资
服务的情况，并结构性地设计了若干子项，便于信
息需求的各方面、多维度地测量和评估进展情
况，如，“体系”直接聚焦到融资难的民营小微企
业，拨开政府融资平台类和有上市公司背景类小
微企业的遮掩；穿透式地反映首次与银行建立信
贷关系的小微企业融资需求情况。

为真实且精准地反映小微企业对资金的需求
程度，人行湘潭市中支将监测成果充分运用到推
进小微企业融资的各项工作中，定期向市、县两级
政府部门反馈，促成政府的措施更具针对性，提升
政策合力；向金融机构进行通报，定向督促金融机
构加大信贷投入；以监测数据为重要依据，定向运
用支小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推广创新
型的信贷产品。截至今年上半年，湘潭市小微企
业贷款存量户数达2740户，比去年年末多出466
户；贷款余额达281亿元，同比增长16.5%。

（制图 龚甜甜）

全面呈现 精准支持
人行湘潭市中支“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统计监测体系”成效显著

本报记者 温跃 赵小亮
通讯员 陈锋

为贯彻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总体
要求，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提高贸易
投资便利化和外汇金融精准化服务水平，
外汇局山东省分局在全省范围内启动了

“外汇服务进万企活动”，引导辖内金融机
构从多渠道为涉外企业提供优质外汇服
务，支持涉外经济健康发展。

“活动是以实地走访企业为主，以需求
和真实问题为导向，充分体现了主动服务
和精准服务的理念，有针对性地帮助企业
解决外汇领域难题。”外汇局山东省分局副
局长庞贞燕表示，“在当前外汇形势多变的
情况下，活动聚焦涉外企业发展‘痛点’，疏
浚金融服务‘堵点’，切实提高了外汇金融
服务的创新能力和精准化服务水平。”

精心组织 充分准备
摸清痛点难点

记者了解到，为确保“外汇服务进万
企”活动有序开展，外汇局山东省分局在广
泛征求市场主体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印发
《外汇服务进万企活动实施方案》，明确活
动目标，实现服务范围覆盖全省所有县
（市、区）。

“外汇局和银行专家‘及时雨’般的上
门服务稳定了企业的信心，可以说是让企
业吃了‘定心丸’。”山东汇丰石化集团董
事长魏学专对当地外汇局主动送政策上
门，切实解决企业实际难题的做法表示非
常欢迎。

据了解，为更有针对性地为企业提供
外汇服务，外汇局山东省分局统一设计并
制发《“外汇服务进万企”活动调查问卷》，
对省内1988家涉外企业展开外汇金融服
务需求调查，充分了解企业需求，切实摸清
当前涉外企业面临的问题；专门编撰《外汇
政策宣传指南》，系统介绍现行跨境贸易投
资便利化政策、外汇管理行政审批项目办
理指南和外汇检查典型案例，并印制两万
册免费发放给涉外企业。

为了保障服务高质量、高效率开展，外
汇局山东省分局还在全省范围内组建专业

的外汇业务人才队伍，外汇局淄博市中心
支局组织成立“智汇”活动智囊专家库，其
成员包括商务局、地方金融监管局、海关
等涉外经济主管单位负责人、高校涉外经
济领域的研究专家、商业银行和保险机构
的高管、优秀涉外企业的业务精英等众多
人才。

点面结合 扩大宣讲
提高政策认知

“借助外汇局强大的‘汇银企’对接平
台，一方面让更多好的金融产品能够快速
对接广大外贸企业，另一方面由于外汇局
在活动中起主导作用，大幅度增强了产品
公信力，使得产品能够快速推广并惠及企
业。”中信保临沂分公司高级客户经理杨大
鑫介绍。

针对企业提出的对外汇政策和金融产
品不够了解这一问题，山东省各级外汇局
积极联合银行、保险和地方政府开展形式
多样的普惠宣传活动。外汇局山东省分局
先后在烟台、济宁、威海组织开展大型政策
宣讲及产品推介活动，为银企搭建平台，积
极促进银行产品与企业需求有效对接；外
汇局东营市中心支局借力两家企业开展外
汇政策宣讲活动；外汇局潍坊市中心支局
在全辖组织开展“外汇跨境政策宣讲传导
提升年”活动。

针对前期调研发现的具体问题，山东
省各级外汇局以问题为导向，积极探索采
取分门别类、专项突破的方式，为企业提供

更加精准的专场培训。截至今年上半年，
山东省共组织各类专项或定制化宣讲辅导
1298次，服务涉外企业3000余家，帮助企
业解决具体困难和问题近1300件。

外汇局枣庄市中心支局联合中行枣庄
分行举办“智汇金融 共享共赢”进出口企
业系列宣讲会，先后为125家创新科技、化
工和纺织企业讲解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政

策，开展保值和汇率避险措施培训，推介汇
率避险产品和网上结算服务；外汇局莱芜
市中心支局联合商务、海关、税务等政府部
门为56家重点企业开展服务外包业务培训
会，取得了良好效果。

围绕需求 把脉问诊
力求精准对接

“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外汇局
及时出手，帮助我们渡过难关，解了燃眉之
急。”青岛特锐德电器财务负责人杜波满怀
感激地说。原来，外汇局青岛市分局在了
解企业存在融资压力较大、成本较高等困
难后，积极研究对策，协助企业通过宏观审
慎模式从境外获得低成本融资2.5亿元人
民币，且融资利率较境内低1个百分点，预
计可节省财务费用近300万元。

记者了解到，在前期需求调研的基础
上，山东各级外汇局和商业银行结合本地
实际，带着问题进行重点走访和调研，面对
面为企业提供个性化外汇金融服务。外汇
局山东省分局先后组织山东省金融顾问团
的外汇专家组成员和业务骨干走进山东电
力建设有限公司、浪潮集团和重汽集团等
40余家重点涉外企业，现场进行政策宣讲
和答疑解惑；外汇局泰安市中心支局指导
建行泰安分行为鲁普耐特公司上线电子单
证业务，让企业办理货物贸易外汇收支业
务时更加方便。截至今年上半年，全省各
级外汇局和商业银行共实地走访涉外企业
近5000家。

聚焦“痛点”疏浚“堵点”
外汇局山东省分局开展“外汇服务进万企”活动纪实

近年来，中行河
南省洛阳分行高度重
视对小微企业的金融
服务，积极采取措施，
加大对民营及小微企
业的信贷支持力度。
截至今年上半年，该
行共支持小微企业近
300家，贷款余额达15
亿元。图为该行贷款
支持的民营小微企业
车间工人正在作业。
通讯员 郭列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