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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息延還款助中小微企渡難關
國務院全面穩經濟 加大普惠融資

國務院此份文件提出，鼓勵對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貨
車司機貸款及受疫情影響的個人住房與消費貸款等實施延

期還本付息，「努力做到應延盡延」，原則上不超過2022年
底。
同時，加大普惠小微貸款支持力度，將普惠小微貸款支持工
具的資金支持比例由1%提高至2%。指導金融機構和大型企業
支持中小微企業應收賬款質押等融資，抓緊修訂制度將商業匯
票承兌期限由1年縮短至6個月，並加大再貼現支持力度，以供
應鏈融資和銀企合作支持大中小企業融通發展。

續推動實際貸款利率穩中有降
文件強調，繼續推動實際貸款利率穩中有降，「持續釋放貸
款市場報價利率（LPR）形成機制改革效能，發揮存款利率市
場化調整機制作用，引導金融機構將存款利率下降效果傳導至
貸款端，繼續推動實際貸款利率穩中有降。」
國務院在文件中強調發揮資本市場作用，提高資本市場融資
效率。文件提出，科學合理把握IPO和再融資常態化，支持內
地企業在香港上市，依法依規推進符合條件的平台企業赴境外
上市；繼續支持和鼓勵金融機構發行金融債券，建立「三
農」、小微企業、綠色、雙創金融債券綠色通道，為重點領域
企業提供融資支持；另外，「對民營企業債券融資交易費用能
免盡免，進一步釋放支持民營企業的信號。」
市場分析認為，近期房地產企業債市融資政策明顯放寬，民
企債券融資有望得到進一步支持，資本市場政策導向明確，相
關政策法規有望加快落地。

對基礎設施建設加大支持力度
另外，在穩增長穩投資發力的背景下，國務院還要求金融機
構加大對基礎設施建設和重大項目的支持力度。政策性開發性
銀行要優化貸款結構，投放更多更長期限貸款；商業銀行進一
步增加貸款投放、延長貸款期限；保險公司等加大對水利、水
運、公路、物流等基礎設施建設和重大項目的支持力度。
實際上，在國務院召開穩步經濟大盤會議之後，北京、上
海、深圳等多地金融監管派出機構已陸續召開當地貨幣信貸會
議進行具體部署，穩住信貸存量、擴大增量，強化金融機構助
企紓困。

支持平台經濟 規範健康發展
國務院會議對平台經濟發展，強調穩預期。文件提出，出台
支持平台經濟規範健康發展的具體措施，在防止資本無序擴張
的前提下，設立「紅綠燈」，維護市場競爭秩序。充分發揮平
台經濟的穩就業作用，穩定平台企業及其共生中小微企業的發
展預期，以平台企業發展，帶動中小微企業紓困。

「穩經濟33條」有關貨幣金融政策內容
◆ 鼓勵對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貨車司機貸款及受疫情

影響的個人住房與消費貸款等實施延期還本付息

◆ 加大普惠小微貸款支持力度，將普惠小微貸款支持工具的
資金支持比例由1%提高至2%，指導金融機構和大型企業
支持中小微企業應收賬款質押等融資

◆ 引導金融機構將存款利率下降效果傳導至貸款端，繼續
推動實際貸款利率穩中有降

◆ 提高資本市場融資效率，支持內地企業在香港上市，依法
依規推進符合條件的平台企業赴境外上市，建立「三
農」、小微企業、綠色、雙創金融債券綠色通道

◆ 加大金融機構對基礎設施建設和重大項目的支持力度，引
導商業銀行進一步增加貸款投放、延長貸款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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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王莉
杭州報道) 浙江省5月31日
發布穩住經濟一攬子政策措
施，包括財政支持、金融支
持、擴投資、促消費、穩外
貿穩外資、保糧食能源安
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
保基本民生8個方面，共38
條政策措施。各項政策將在6
月底前全部執行到位。
在財政支持政策上，浙江

將進一步加大增值稅留抵退
稅政策力度，確保現有可退
增量及存量留抵稅額退稅，
實現應退盡退；在金融支持
政策上，實施還本付息政策
應延盡延，加大對普惠小微
貸款支持力度；在促消費政
策上，統籌有序發放汽車、
家電、傢具家裝、餐飲住
宿、文旅體育等各類消費
券，持續研究優化新能源汽
車獎補政策等。

困難商戶費用緩繳半年
針對近幾個月來一直備受

關注的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
問題，浙江省此次特別出台5
項政策，包括對受疫情影響
暫時出現生產經營困難的小
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實行
用水用電用氣欠費不停供政
策，設立6個月費用緩繳期，
緩繳期間免收欠費滯納金；
推動階段性減免市場主體房

屋租金和房產稅、城鎮土地
使用稅；重點完善交通物流
保通保暢政策，對來自或進
出中高風險地區所在設區市
的貨運車輛，落實「即採即
走即追」制度；統籌加大對
物流樞紐和物流企業的支持
力度，提升港口作業效率
等。

出台5項穩外貿穩外資政策
雖然今年前4個月浙江進

出口同比增速均高於全國一
倍以上，但發展形勢依然嚴
峻複雜。
此次出台的5項穩外貿穩

外資政策，包括多渠道支持
外貿企業開拓國際市場，保
障商務交流活動等人員出入
境需求，加快探索開通定期
包機航班；積極培育外貿新
增長點，出台便利跨境電子
商務出口退換貨政策；加快
推進外資大項目，積極吸引
外商投資等。
浙江省商務廳副廳長陳志

成表示，針對二季度起境外
展會全面放開的實際情況，
支持企業以「境內線上對口
談、境外線下商品展」的模
式參加境外展會，會同相關
職能部門做好國際經貿人員
的出入境證件辦理和航班保
障工作，保障商務交流活動
等人員出入境需求。

中國國務院近日發布《扎實穩住經濟的一攬子政策措施》，包含六方面33項具體政策

措施及分工安排，對貨幣政策、資本市場及平台經濟發展均提出要求。文件提出5項貨

幣金融政策，其中包括對小微企業及受疫情影響居民貸款「應延盡延」，增加小微企業低息融

資支持等，並明確表態「支持內地企業在香港上市，依法依規推進符合條件的平台企業赴境外

上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
海報道）中國國務院印發《扎實穩
住經濟的一攬子政策措施》，提出
六個方面33項措施及分工安排，要
求各部門要密切協調配合，進行再
部署再推動再落實；為促進汽車消
費，中國財政部、稅務總局發布新
購乘用車減半徵收車輛購置稅通
知；5月31日公布的5月製造業採
購經理指數（PMI）較上月上升2.2
個百分點至49.6。種種利好刺激A
股大盤震盪走強，5月31日三大指
數上揚。MSCI指數季度調整於盤
後生效，尾盤北向資金大幅搶籌，

全日淨買入近139億元（人民幣，
下同），創年內次高。

滬綜指及深成指月漲4.6%
截至收市，滬綜指報3,186點，

漲 37 點或 1.19% ；深成指報
11,527點，漲217點或1.92%；創
業板指報 2,405 點，漲 54 點或
2.33%。兩市共成交9,362億元。
在連跌數月後，主要指數企穩

回升。滬綜指5月累計漲4.57%，
深成指月漲4.59%；創業板指此前
已連跌 5 個月，5 月終於漲回
3.71%。國盛證券指出，伴隨製造

業復工復產加快、服務業逐步營
業，特別是上海解封後，基本面
環比修復是大概率事件，將提振
市場信心，資金有望放量加速回
流股市。

上交所多項減免降行業成本
另外，上海證交所5月31日發

公告指，為貫徹落實國務院會議
精神，發揮好交易所支持、服務
資本市場的功能，激發市場主體
活力，進一步降低市場成本，決
定減免相關交易和服務費用，優
化產品定價結構。

自今年7月 1日起至2023年 6
月30日，將交易單元使用費收費
標準由原每個交易單元每年4.5
萬元下調至3萬元，計費期間、
減免政策和計算方式保持不變；
另外，指導下屬上證所信息網絡
有限公司免收2022年度上證路演
雲服務和上證鏈服務費用；指導
下屬上交所技術有限責任公司優
化交易行情類產品服務定價結
構，調整整合交易行情接入線
路、交易行情網關、交易單元流
量費等項目，進一步降低行業成
本。

多重利好湧現 外資大舉掃A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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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5月31日發布38條穩住經濟一攬子政策措施。 王莉 攝

◆◆ 在中國穩經濟措施下在中國穩經濟措施下，，中小微企迎多項政策利好中小微企迎多項政策利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穩增長政策開始顯效 5月製造業PMI回升至49.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隨着疫情好轉和復工復產持續推進，中國
經濟觸底回升。中國國家統計局5月31日
發布數據顯示，5月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
（PMI，Purchasing Managers' Index）升
至49.6%，較4月回升2.2個百分點，為近
3個月高點。專家表示，當前疫情衝擊明顯
減弱，穩增長保民生多項政策效果開始顯
現，但經濟恢復仍不充分，市場需求整體
不足，企業生產經營仍未完全回歸正常，
國務院穩住經濟一攬子政策需加快落地，
從而推動6月經濟總體回升至擴張區間。

數據顯示企業生產經營活動修復
國家統計局數據還顯示，5月，非製造
業商務活動指數為47.8%，高於4月5.9個

百分點。製造業和服務業兩個行業PMI回
升，帶動5月綜合PMI上升5.7個百分點至
48.4%，顯示企業生產經營活動修復，但
總體仍處於收縮區間。
製造業分項數據大都呈修復態勢。5月
生產指數和新訂單指數分別回升5.3個、
5.6個百分點至49.7%、48.2%，但仍低於
臨界點。
疫情好轉也帶動服務業景氣度回升。5
月服務業商務活動指數為47.1，高於4月
7.1個百分點，但住宿、租賃及商務服務等
行業商務活動指數繼續位於40%以下低
位。
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研究員
張立群解讀數據指，5月份PMI指數回
升，表明疫情影響明顯減弱，穩增長、保

民生多項政策效果開始顯現。

全面復工復產努力效果明顯
生產指數較大幅度回升，表明應對疫情

影響、全面復工復產的努力效果明顯；新
訂單、新出口訂單指數回升，表明疫情對
短期需求的抑制明顯減弱。
但張立群同時指出，「PMI指數仍處榮

枯線以下，購進價格指數仍處高位，反映
原材料、物流成本高的調查企業比重仍超
過50%；訂單類指數均處榮枯線下，反映
需求不足的企業比重超過40%。需求收
縮、供給衝擊等壓力仍很嚴重，疫情對經
濟增長的影響仍不容低估。」要進一步精
心統籌好防控疫情和穩增長、保民生的大
局，以更大力度有效應對三重壓力。

中國物流信息中心分析師文韜分析稱，
目前製造業PMI已回升至今年一季度均
值，表明經濟運行趨於恢復。
產業鏈供應鏈運行逐步疏通，重點地區
復工復產，生產活動較快回補，產業鏈大
量分布在長三角的裝備製造業生產指數大
幅上升7.7個百分點至48%，主要分布在東
部沿海地區的消費品製造業指數也回升至
榮枯線以上。

疫情對經濟的影響邊際緩和
不過，文韜指出，目前企業生產仍未完
全回歸正常，雖然長三角地區復工復產穩
步推進，但是企業在落實復工復產進程中
仍面臨疫情防控、資金、人員管理等方面
的壓力，企業生產指數仍位於50%以下，

仍有進一步恢復空間。
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鍾正生認為，疫

情對經濟的影響邊際緩和，但是就業、小
型企業預期、房地產等方面恢復情況不理
想。各行業穩就業壓力較大，5月製造業從
業人員指數小幅回升0.4個百分點，服務業
從業人員指數則繼續下滑，與房地產相關
聯的建築業景氣程度較4月進一步下降，
小型企業生產經營活動預期指數回升乏
力。
5月以來，財政貨幣政策不斷發力，國

務院部署六個方面33項扎實穩住經濟的一
攬子政策措施，房貸利率有所下調。鍾正
生認為，隨着穩增長政策不斷落實，中國
經濟「至暗時刻」可能已經過去，經濟將
逐步企穩回升，後續政策落實仍是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