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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沉重心、提升质效，扎实推进银行业普惠金融发展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中国普惠金融指标分析报告 2020》（以下简称《报告》），

这是自 2016 年底央行建立了中国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及填报制度以来，连续第四年从使用

情况维度、可得性维度和质量维度三个方面披露当年普惠金融重点指标的评估数据，并对

未来普惠金融发展做出指示和建议。普惠金融发展有利于社会各阶层公平使用金融服务，

对支撑实体经济健康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有重要意义。《报告》主要关注点如下： 

第一，下沉重心、拓宽渠道，切实提升普惠金融服务质效。《报告》认为，2020 年

在党中央统一领导和有力部署下，各有关部门坚持人民至上、普惠为民，多措并举提升

普惠金融发展质效。从普惠金融服务质量来看，2020 年普惠小微信贷增量显著，综合

融资成本继续下降。截至 2020 年底，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15.1万亿元，同比增长 30.3%，

增速比上年末高 7.2 个百分点（图 1）；新发放贷款额 1000 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

平均利率为 5.15%，同比下降 0.81 个百分点。从普惠金融服务效率来看，2020年全国

助农取款服务网点数量进一步增加，支付服务村级行政区覆盖率达 99.31%，较 2017 年

提升 1.97 个百分点。此外，浙江通过创新开展“三贷一卡”金融服务模式，探索普惠

金融助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有效路径；重庆依托大数据赋能和技术创新，聚焦农村

特色产业，持续探索拓展抵质押品范围，为产业链条上的主体提供高效的融资服务，形

成了较好的示范效应。 

图 1：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及支持小微经营主体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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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普惠金融指标分析报告》；中国银行研究院 

第二，鼓励创新、防范风险，打造数字普惠金融良好生态。近年来，中国数字普惠

金融发展迅速，居于全球领先地位。一方面，中国电子支付普及率稳升，移动支付增长

较快，城乡差距持续缩小。据统计，2020 年中国移动支付业务 1232.2 亿笔，同比增

21.48%；其中，农村移动支付 142.23 笔亿，同比增 41.4%；全国县域地区云闪付 APP

累计注册达 1.37亿户。另一方面，小微企业互联网贷款业务不断创新，数字技术运用

更加深化。据统计，2020 年小微企业互联网流动资金贷款余额达 4756 亿元，这为受疫

情影响的小微企业恢复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此外，针对数字普惠存在的潜在风险，

《报告》特别指出，要平衡好创新和风险的关系，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健康有序发展，在

继续稳步提升支付、理财、信贷、保险等各领域智能化、数字化服务水平的同时，注重

加强数字普惠金融风险管理，防控数字技术运用可能带来的算法歧视、诱导不当营销、

信息滥用等侵害金融消费者权益的行为。 

第三，融合技术、优化服务，扎实推进银行业普惠金融发展。普惠金融的本质是为

社会各阶层提供平等有效服务，银行业发展尤其需要注重强化普惠金融板块。一是进

一步完善授信流程，运用金融科技延伸银行普惠触角，加快创新乡村振兴相关的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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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和服务，持续优化普惠金融服务。二是以基层网点为主阵地，下沉服务重心，压实

业务责任，提高发展普惠金融的业务能力。三是加快数据共享平台建设，加强与地方政

府部门的协同合作，建立健全征信系统，降低中小微企业的信用风险，提高普惠金融可

得性。 

 

 

（点评人：中国银行研究院  汪惠青、吴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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