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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头条

今年一季度，全市人民币贷款新增1672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金融运行实现良好开局
重庆靠什么

“今年一季度，重庆金融运行实现良好开局。”4
月22日，市政府新闻办举行“重庆市金融支持经济
高质量发展”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二场），中国人民银

行重庆市分行副行长魏海滨透露了这一好消息。
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市社会融资规模增量达2733.8亿

元，同比多增532.3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新增1672亿
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截至一季度末，全市贷款余额达
6.12万亿元，同比增长7.9%，高于全国0.5个百分点。

今年一季度，重庆金融系统如何围绕做好金融“五篇大
文章”、支持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当天的发布会上
找到了答案。

大力发展科技金融
3月末全市科技贷款余额
同比增长8.8%

据统计，3月末，全市企业中长期固
定资产贷款、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同比分别
增长 10.3%、15.5%；科技贷款余额达
7521.2亿元，同比增长8.8%。

从中不难看出，全市制造业中长期贷
款、科技贷款均呈现出较快增长势头。其
背后凸显的是重庆相关政府部门、区县和
金融机构同频共振，大力发展科技金融，
全面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譬如，国家外汇管理局重庆市分局积
极开展跨境融资便利化试点，支持高新技
术、专精特新、科技型中小企业在等值
1000万美元额度内自主借用外债。得益
于此，渝北区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可借用外
债额度从57万美元扩大到1000万美元，
于今年3月成功借入1.7亿日元外债（折
合 120 万美元），有效缓解了资金紧张的
压力。

据国家外汇管理局重庆市分局副
局长温江勇介绍，截至今年3月末，上述
试点已累计便利科创企业融资9677万
美元。

再如，作为全市科技创新和现代化产
业体系建设的“主战场”，西部科学城重庆
高新区积极开展科创金融先行先试，强化
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
合，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取得积极成效。

以科技金融赋能科技创新，金融机构
也在努力。以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为例，该
行将支持科技创新作为全行战略重点之
一，通过探索“专营机构+特色服务”模
式、创新推出科信贷、知识产权质押贷、科
技成长贷等专属信贷产品，全力支持科技
型企业发展。截至今年3月末，该行科技
型企业贷款余额突破975亿元，其中科技
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全市占比超过25%，
居全市银行同业前列。

金融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
转型金融已支持154家企业
推进低碳转型

为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更好
地服务重庆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
重庆金融系统还加大创新力度，将金融改
革开放向纵深推进。

“改革方面，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
行在市委、市政府统筹领导下，围绕绿色
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创新开展转型
金融试点，为不符合绿色标准但有低碳转
型融资需求的企业提供信贷支持。”魏海
滨介绍。

开展转型金融试点的一个着力点是
创新金融服务模式，服务国家战略。重点
是引导金融机构加力支持长江沿线工业
园区低碳技改、农业绿色转型活动，筑牢

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同时，在长江大
保护领域创设“转型挂钩贷款”，对重点化
工园区企业实施碳排放动态定价，达标企
业可享10~60个基点（BP）利率优惠；在
乡村振兴领域，探索构建“农业转型+生
态保护（修复）+产业导入”融合机制。

聚焦农业转型，打造示范引领标杆；
强化数字化赋能，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
——在开展转型金融试点过程中，中国人
民银行重庆市分行还围绕这两方面发力。

数据显示，截至3月末，全市金融机
构累计发放转型贷款逾 50亿元，支持
154家企业开展转型活动，实现年减碳量
超300万吨。

在金融开放领域，中国人民银行重庆
市分行以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为牵
引，持续扩大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

“一方面，我们聚焦基建、物流、产业
和商贸四大领域，牵头推动西部陆海新通
道沿线‘13+2’省区市人民银行分支机
构，构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金融服务体系，
深化本币和外汇、融资和结算一体联动服
务。”魏海滨说，截至3月末，全市通道领
域融资余额超 6400 亿元，同比增长

14.4%。
另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

推动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扩面增效，
累计便利350家优质企业跨境贸易结算
1100亿美元；推动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
（QDLP）、跨境融资便利化等试点有序落
地，累计便利企业跨境投融资超200亿
美元。

此外，该行还于近期成功争取到“跨
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业务试点”
落地重庆。这将有力支持全市总部经济
发展。

以数字化技术赋能金融服务
探索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长期以来，缺乏足值有效的抵押物和
担保，一直是导致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一
大重要原因。

如何破解这道难题？重庆的一个重
要举措是大力发展数字金融——以数字
化技术赋能金融服务，探索打通中小微企
业融资“最后一公里”。

比如，重庆积极参与第一批全国中小

微企业资金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以下简
称资金流信息平台）建设试点，提升中小
微企业融资的可得性和便利度。

2024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
心创新搭建的资金流信息平台正式上线
运行。该平台通过为中小微企业建立资
金流信用档案，动态反映中小微企业的经
营情况、收支状况、偿债能力、履约行为，
实现了企业资金流信用信息跨行共享。
依托该平台，金融机构能够为中小微企业
特别是缺乏有效征信信息的“信用白户”
企业精准画像、精准授信、持续跟进，从而
有助于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该平台上线后，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
分行指导首批接入平台的18家全国性金
融机构在渝分支机构积极参与试点；成功
推动地方法人银行——重庆农村商业银
行接入平台，并引导其通过创新信贷产
品，有效为重庆中小微企业融资提供更多
便利。截至今年3月末，重庆农村商业银
行已通过平台查询资金流信用信息报告
4801笔，利用平台为1068户企业授信，
授信金额达56.27亿元。

近期，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利用资金流
信息平台，成功为九龙坡区一家经营消防
设备和智能电梯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发放
了200万元信用贷款，解了该企业的燃眉
之急。

“目前，我们正在推动重庆银行、重庆
三峡银行、重庆富民银行3家地方法人银
行参与全国第二批建设试点。同时，我们
积极指导参加试点的金融机构围绕做好
金融‘五篇大文章’持续发力。”魏海滨说。

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将
持续加大对平台的推广应用力度，争取在
全国率先实现全省（市）中型以上银行接
入“全覆盖”。同时，进一步指导银行业金
融机构充分挖掘平台记录的企业信用信
息价值，为更多中小企业赋能增信，降低

对抵押担保的依赖，开发更多
资金流信用信贷产品，提高中
小微企业融资可得性。

据新重庆-重庆日报

重庆农商行倾力助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图为该行支持的重庆伟岸测器制造公
司工厂一角。据新重庆-重庆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