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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信贷结构优化调整的“改”字内涵

 
2021 年 3 月 22 日，人民银行在北京召开全国 24 家主要银行信贷结构优化调整座

谈会，部署推进下一阶段优化信贷结构工作。会议强调，信贷投放要把握“稳”“进”

“改”的原则，应如何理解“改”字，2021 年金融机构信贷投放将呈现哪些新变化，

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第一，准确把握“改”字，全面改善经营理念。当前，我国实体经济恢复尚不牢固，

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信贷结构仍需调整优化。当前经济形势下，商业银行要激发内生

动力，在支持重点行业、重点区域信贷投放的同时，夯实自身稳健经营能力，守住风险

防控底线，引导经营理念向现代化、数字化、服务化方向转型：一是夯实资产负债管理

能力，优化资产结构，形成对资产的期限、利率、行业及企业集中度的整体前瞻性判断，

提升与负债期限结构匹配度，形成对流动性风险的动态前瞻管控。二是建立健全全面

风险管理体系，加强对信用风险的贷前审查、贷后管理，强化对企业实质信用风险判

断，在合理管控好风险的前提下积极支持各类企业伴随经济回暖的复苏与成长。三是

提升金融科技水平，实现科技对业务的赋能，在授信审批、信用风险管理、集中运营管

理等方面降本增效，改善客户体验，提升客户融资便利性与可得性，让信贷资源投放到

实体经济所需的关键环节，支持我国经济稳步复苏。 

第二，优化信贷考核与激励措施，匹配新形势下的新要求。金融机构应当结合信

贷的重点投向优化信贷投放的考核体系。现有的考核体系通过经济增加值（EVA）和风

险调整后的收益率（RAROC）实现对不同业务单元、不同分支机构、不同信贷产品的指

引与分配，满足银行自身风险偏好和战略发展需要。新形势下，银行等金融机构可通过

经济资本减计等方式引导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科创金融及制造业领域信贷投放；通过

经济资本加计的方式引导业务部门关注房地产贷款风险、互联网贷款风险、产能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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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风险等。金融机构可结合国内外监管机构对信贷投放及资本充足率的相关要求，

灵活调整优化考核和激励措施。 

第三，信贷投放将加大对区域协调发展、实体经济复苏的支持。2021年，银行业

金融机构信贷投放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支持力度将进一步提升。长三角、粤港澳、京津

冀、海南自贸区等重点区域内部信贷资源协调机制将进一步加强，形成围绕地区特色

产业集群与产业链的跨区域协调机制，增强信贷投放的准确性。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困

难省份的信贷投放也将实现因地制宜的投放机制，支持经济困难省份的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新兴产业培育，激发地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将持续加大对制

造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通过综合化融资，匹配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

科创企业，支持其成长发展。绿色信贷方面，围绕“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银行

信贷将进一步向低碳产业领域倾斜。普惠金融方面，中小微企业融资便利性与可得性

将进一步提升，首贷户规模将加大，大型银行及地方性中小银行将形成对客群的差异

化、互补化覆盖，使得金融资源不断下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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