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务 3亿新市民，能否成为
经济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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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新市民”？政策为什么强调这个群体？3月4日，银保监会、

央行联合发布《关于加强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提出，新市民主要

是指因本人创业就业、子女上学、投靠子女等原因来到城镇常住，未获得

当地户籍或获得当地户籍不满三年的各类群体，包括但不限于进城务工人

员、新就业大中专毕业生等，目前约有 3 亿人。解决新市民融入城市的痛

点，满足就业创业、居住、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实际需求，能更好地

激发 3亿新市民群体的消费动能。 

“新市民”作为城市化过程中规模扩张最快、发展潜力最大、消费增

长最强劲的群体，是共同富裕中重要的一环。加速推动共同富裕进程有三

个途径，其中，高质量发展做大做好“蛋糕”，通过合理制度安排把“蛋

糕”切好、分好；促进和扩大社会流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实现社会福

利全覆盖、均等化，服务“新市民”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路上相当重要。 

从建立国内国际双循环、激活内需来看，服务新市民同样重要。今年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 2022 年 GDP 增速目标设为 5.5%左右。但去年四季

度 GDP增速仅为 4%。经济增长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

三重压力，其中需求收缩压力尤为突出，而新市民群体有望成为刺激需求

的新主力。 

那么，新市民需要什么？就业创业、租房买房、孩子上学、医疗、养

老等都是“新市民”的实际需求，但在解决过程中存在许多困难。特别是

金融服务上，由于新市民收入不稳定，缺乏抵押物，容易被传统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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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有的新市民多采取灵活就业，没有稳定的工作岗位，平均在一个岗

位的工作时长只有半年，很难提供稳定的收入证明，个人信用信息缺乏，

授信研究困难。有些新市民由于本地资产（房产、车产）不足，缺少有效

抵押物，非传统金融机构“优质客群”。 

对新市民的金融服务已经启动，支持手段包括创业、就业、住房、教

育、医疗、养老等重点领域： 

创业就业方面，鼓励商业银行加强对自主创业的新市民、吸纳新市民

就业的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促进新市民创业就业；鼓励保险机构对新市

民较为集中的行业开展保险产品创新，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行业上，聚

焦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行业，加大金融

支持力度。 

住房安居方面，一是助力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支持银行保险机构通

过参与保障性租赁住房试点、助力政府部门搭建住房租赁综合服务平台等

方式，推动增加长租房源供给，完善住房租赁市场供应体系。此前，银保

监会和住建部发布《关于银行保险机构支持保障性租赁住房发展的指导意

见》，也强调加大对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运营的金融支持，明确指出保障性

租赁住房项目有关贷款不纳入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二是合理满足新市

民购房信贷和消费信贷需求。 

子女教育方面，优化新市民子女教育金融服务，支持托育和学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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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鼓励银行、保险机构加强相关金融服务和产品供给。 

健康保险方面，扩大商业健康保险覆盖面，提高健康保险服务水平。 

养老保障方面，丰富养老金融服务产品，加大新市民养老保障力度。 

新市民住房问题尤为重要。解决新市民住房问题并非《通知》首提，

《十四五规划》提及“着力解决困难群体和新市民住房问题”，2021年政

府工作报告提及“尽最大努力帮助新市民、青年人等缓解住房困难”。 

金融支持保障性住房以保障性租赁住房为主。《通知》提到通过公租房、

保障性租赁住房、共有产权房三大途径解决新市民住房问题，其中，共有

产权房数量和范围较少，公租房面向户籍人口。因此，解决新市民住房问

题还是以保障性租赁住房为主。《通知》提出，“支持银行保险机构通过参

与保障性租赁住房试点、助力政府部门搭建住房租赁综合服务平台等方式，

推动增加长租房源供给”。此前，《关于银行保险机构支持保障性租赁住房

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文件已出台。综合来看，金融支持保障性租赁住房建

设主要有四大举措：一是加大对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运营的信贷支持力度；

二是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发行金融债券用于保障性租赁住房贷款投放；三

是支持商业保险资金参与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利用长期资金促发展；四

是未来公募 REITs试点有望扩容住房租赁。 

差别化信贷政策促进新市民购房需求释放，推动楼市回暖。“因城施

策执行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合理确定符合购房条件新市民首套住房按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92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