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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金融供给，进一步提升小微企业服务能力

 
近日，银保监会发布《关于 2021年进一步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对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强化普惠金融服务、提升小微企

业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提出了具体明确的政策要求。主要关注点如下： 

第一，大型银行的增量金融供给面临新要求。《通知》强调 2021年 5家大型银行

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全年增长 30%以上，该目标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一致。2019、2020

和 2021 年政府工作报告分别提出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要高于 30%、

40%和 30%。就 2020 年全年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来看，大型商业银行实际增速已超过

50%，超额完成增速目标。2021年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增速目标较去年下降 10个百分点，

整体完成难度不大。但根据《通知》要求，需进一步优化金融供给。一是关注剔除票据

业务后的业务结构优化。近期银保监会对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量、户数“两增”考核

及监测口径进行了调整，剔除了票据贴现和转贴现业务。一方面避免银行利用票据业

务“冲规模”来实现达标，另一方面票据贴现业务相对风险较低、周期较短，考核口径

调整对银行风控和经营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二是加强贷款用途监控。近期监管机构

持续加大对经营贷款用途的审查监管力度，防止违规流入房地产、资本市场，商业银行

需加大贷款用途审查和监控力度，通过加大科技手段应用、增强同业数据共享和业务

穿透管理等，进一步防范小微企业贷款“套利”现象。 

第二，大中型银行在服务小微企业方面要有新的发力点。根据《通知》要求，2021

年大中型商业银行在小微企业融资方面面临更高的难度和要求。一是要强化“首贷户”

服务，2021年新增小微企业“首贷户”数量要高于 2020年，且要求大型银行将“首贷

户”纳入内部考核评价指标。“首贷”难一直是小微企业融资的一大难点，拓展“首贷”

规模有利于延伸普惠金融覆盖范围，持续推动金融服务下沉，并有助于解决小微企业

因缺信用、缺数据等问题难以获得信贷支持的现象，从而实现良性循环。二是要差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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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精准投放。《通知》要求大中型银行对业务基础薄弱的一级分行加大督导帮扶力

度，对辖内相对落后地区倾斜投放，压实帮扶当地小微企业的责任。这就要求大中小银

行利用自身体制机制、产品服务能力、资金和人力、品牌等资源优势，充分发挥头雁作

用，向小微企业融资的“空白地带”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助力提升普惠金融整体服务

水平。三是加强对科创型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通知》强调要重点增加对先进制造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中长期信贷支持，同时提出要探索完善科技型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商业银行加大对科创型小微企业金融支持，既是助力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更是因

势而变挖掘新兴增长点的重要抓手。科创型小微企业具有高成长、高风险的特点，亟需

商业银行加大产品创新和产业研究力度，通过探索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助力科创型小

微企业成长壮大，从而促进新技术产业化规模化应用。 

第三，银行在服务小微企业中要加强科技赋能。《通知》强调要综合运用金融科技

手段和信用信息资源，增强“能贷会贷”服务能力。2020 年疫情催化了金融服务的全

流程探索，贷前调查、贷后管理等业务流程都开始探索线上化服务，数字普惠金融平台

建设不断加快，科技应用将助力商业银行进一步提升小微企业服务能力。下一步，商业

银行应持续加强科技赋能，将科技与金融服务充分融合，不断提升金融服务效率。一是

要利用数据信息提升风控水平。商业银行要进一步挖掘、利用自身拥有的信息数据，提

升数据标准化水平，积极探索与公共数据、商业数据和同业数据的合作共享，同时不断

提升内部系统安全、数据安全水平，加强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风险防控能力。二是要增

强供应链金融能力，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充分挖掘供应链内上下游企

业信息流、资金流等，通过仓单融资、应收账款融资等业务提升供应链融资服务效率。

加强与重点产业领域的核心企业合作，共同搭建并不断完善供应链融资平台，促进产

业集群发展，帮助核心企业打通产业链内上下游环节。三是提升线上化、场景化金融服

务效率。针对小微企业“短、小、频、快”等融资需求特点，利用线上化服务平台，优

化信贷审批流程，提升审批效率和贷后管理水平。依托农业生产、消费等场景，为不同

经营主体提供针对性、差异化金融服务，弥补小微企业缺渠道、缺信用等融资难问题。 

（点评人：中国银行研究院 原晓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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