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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下乡出新招 浇灌特色产业开花结果

●本报记者 薛瑾

作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乡

村特色产业近年来在各地政策引导和金融资

源滴灌下，由点到面成长壮大并开花结果。 金

融机构频频推出创新型特色信贷、 保险产品，

精准对接到“一县一品” 甚至“一村一品” 的

特色产业。

中国证券报记者日前调研了解到，金融资

源正在加速下乡，为特色产业赋能，不断增强

乡村持续造血能力，激发乡村经济的生命力与

活力，帮助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

特色信贷保险迭出

近年来，在各地根据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

业的同时，金融机构也在因地制宜推出特色信

贷和保险产品。

绿林贷、花椒贷、樱桃贷、枣商贷、柚农贷、

渔船抵押贷、中药材产业经营贷……多家银行

纷纷推出带有地方特色产业印记的信贷产品。

百香果种植险、蛋鸭养殖保险、大豆收入保险、

油茶收入保险、牡蛎养殖气象指数保险……农

业保险品种多样，定制范儿十足。

云南昆明的 “芬芳产业” 在国内独树一

帜。“现在，云南的鲜花是个很庞大的产业，也

是一张‘名片’ 了。 ” 昆明今日花卉种植合作

社负责人唐正洪说，自家有了高标准的无土种

植大棚，销路也打开了。 面对日益扩大的市场

需求，目前产量有些跟不上，急需资金扩大种

植面积。

在云南， 花农扩大种植规模的资金缺口，

正在被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看见” 。 农业银

行、兴业银行、华夏银行等多家银行在当地的

分行推出花卉产业特色信贷产品。以兴业银行

去年9月上线的“兴花贷” 为例，该产品依托

昆明花拍中心交易数据，解决花拍中心供货商

会员，特别是花农、花企、合作社在鲜花种植扩

建需求端“钱从哪里来”的问题。

小龙虾是近年来百姓餐桌上的 “大热

门” 。 在旺盛的市场需求带动下，不少农民也

念起了小龙虾养殖的致富经。 “养虾大户”吴

明昌是武汉十里荷塘小龙虾生态养殖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 他说：“我们是在稻田里养小龙

虾，有300多亩，一季小龙虾、一季水稻。”眼下

正值投放虾苗的季节，吴明昌带着对收获的期

待，开启了新一轮养虾筹备工作。他介绍，合作

社购买了专门针对小龙虾的保险。“之前没有

保险的时候，发水农田都淹了，损失不少。买了

保险，感觉有些保障了！ ”

授信模式不断创新

“不同产业的特征各不相同，企业的资产

类别和规模各不相同，风险点也各不相同。 银

行应根据不同情况，进行产品模式创新。 ” 上

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对记者表示，具

体到特色贷款， 一方面是抵质押物的创新，另

一方面是贷款周期的创新。

曾刚说， 特色贷款适应不同行业特点，进

行了一些抵质押物上的创新，既满足银行风控

要求，也适应客户资产类型，还在还款周期上

进行灵活设置， 与农业实际的现金流相匹配，

实现差异化信贷准入。（下转A02版）

新能源车市场

延续良好发展态势

税费优惠春风送暖

实体经济减负担添动能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看到电子税务局推送的优惠政策后， 我们

及时办理了1至2月增值税加计抵减业务，收到近

2万元的税惠红包。 ”河北省沧州市中霖中通快递

有限公司海兴营业部会计张蕾近日表示。

这是税务部门落实“便民办税春风行动” 的

一个缩影。近期，国家税务总局推出2023年“便民

办税春风行动” 第三批措施，重点聚焦延续和优

化实施的税费优惠政策， 推动政策实现快捷、便

利、充分享受。

当前， 各地税务部门正持续优化税收营商环

境，让政策红利更好惠及经营主体，通过“税力

量”促暖实体经济。

为企业发展注入动力

眼下正是春耕时节，化肥、农药等农资迎来消

费旺季。

从事磷复肥研发、 生产和销售的上市公司六

国化工不仅迎来销售旺季， 也得到税费优惠政策

的支持。“我们生产的磷复肥供不应求，今年以来

已销售30万吨。 ” 公司财务总监秦红说，公司稳步

发展，也离不开税收优惠政策的支持。

秦红表示，一季度，税务部门精准辅导公司享

受到的留抵退税，不仅为保春耕打下坚实基础，也

为公司创新发展注入动力。

税收是经济的晴雨表。今年以来，随着宏观经

济政策显效，企业销售收入增速逐步回升。税收大

数据显示， 一季度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4.7%，比去年四季度有所提升。 与此同时，企业对

未来生产经营的信心增强。 3月，全国企业采购金

额同比增长14.1%， 较1月至2月提高12.8个百分

点。 4月1日至5日全国企业采购金额进一步提升，

同比增长23.8%。

近期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延续和优化

实施部分阶段性税费优惠政策，包括将减征小微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

部分的所得税政策实施至2024年底等安排， 保证

税费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王道树介绍， 预计全年

新增减税降费1.2万亿元，加上继续实施的留抵退

税政策， 预计全年可为经营主体减轻税费负担超

1.8万亿元。 （下转A03版）

天津港吞吐量实现首季“开门红”

4

月

11

日，卡车在天津港太平洋国际集装箱码头运输集装箱。

记者从天津港集团获悉，

2023

年一季度，天津港完成货物吞吐量

1.14

亿吨，同比增长

4.71%

；集装箱吞吐量完成

504.7

万标准箱，同比增长

9.09%

，实现首季“开门红”。 新华社图文

一季度

CPI

同比上涨

1.3%

物价保持平稳运行

中国证监会党委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动员部署会要求

科学谋划更多资本市场改革发展举措

●本报记者 昝秀丽

证监会4月11日消息，4月11日下午，中国

证监会党委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动员部署会。 会

议要求，要深入调查研究，紧紧围绕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建设中国特色现代资

本市场，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

实，扎实推动资本市场理论创新、实践创新、

制度创新。 要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坚持

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导，突出服务实体经济、

突出深化改革开放、突出强监管防风险、突出

加强自身建设， 科学谋划更多资本市场改革

发展举措。

中国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主题教育领

导小组组长易会满作动员部署讲话，中央第三

十三指导组组长叶冬松出席会议并讲话。证监

会党委成员，中央第三十三指导组副组长卢希

和指导组全体成员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主题教育工

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从新时代新征程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 深刻阐述了

开展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和目标要求， 对主

题教育各项工作作出全面部署， 向全党发出

了总动员。 证监会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 干部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 充分认识开展这次主题教育的重

大意义，进一步增强政治自觉和政治担当，以

饱满的热情、自觉的行动积极投身主题教育，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来， 更加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 的决定性意义，进一步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坚决

做到“两个维护” 。

会议要求，要牢牢把握“学思想、强党性、

重实践、建新功” 总要求，紧紧锚定目标任务，

紧密结合证监会系统和资本市场实际， 高标

准、高质量推进主题教育各项工作，努力在以

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方面取

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要深化理论学习，坚持原

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创新形式学，全面系统

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科学体系、核心要义、实践要求，自觉运用科学

理论认识和解决新时代资本市场面临的重大

理论和实践问题。 要深入调查研究，紧紧围绕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建设中国特色

现代资本市场，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

策提实，扎实推动资本市场理论创新、实践创

新、制度创新。要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坚

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导， 突出服务实体经

济、突出深化改革开放、突出强监管防风险、突

出加强自身建设，科学谋划更多资本市场改革

发展举措。要抓好检视整改，坚持边学习、边对

照、边检视、边整改，聚焦突出问题，深入开展

党性分析，严肃开展整改整治，着力从思想根

源和制度机制上解决问题。 要注重建章立制，

坚持“当下改” 与“长久立”相结合，认真总结

好的经验做法， 及时以制度形式固化下来，确

保常态长效。

会议强调，要精心抓好落实，推动主题教

育和中心工作“两不误、两促进” ，以实际行动

向党中央交出一份合格答卷。 要加强组织领

导，层层落实责任。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在带

头学习理论、开展调研、检视问题和整改落实

的同时，加强对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督

促指导，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合力推进的

良好局面。要突出统筹兼顾，务求取得实效。要

强化宣传引导，营造良好氛围。

融资需求回升 一季度金融数据超预期

●本报记者 彭扬

中国人民银行4月11日发布数据显示，

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0.6万亿元， 同比多

增2.27万亿元。 3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3.89

万亿元，同比多增7497亿元；社会融资规模

增量为5.38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7079亿元。

专家表示，一季度新增人民币贷款、社会

融资规模等数据均好于市场预期，显示出国内

经济复苏动能增强。 后续稳健的货币政策有望

持续发力， 继续加大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支

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激发微观主体活力。

信贷投放延续放量态势

信贷投放延续放量态势。数据显示，一季

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0.6万亿元， 同比多增

2.27万亿元。 3月，人民币贷款增加3.89万亿

元，同比多增7497亿元。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表示， 在融

资需求回暖、季末银行信贷自然冲量、稳增长

政策持续发力等供需因素作用下，3月新增

人民币贷款在去年高基数基础上继续维持同

比多增，信贷投放延续放量态势。

信贷结构进一步改善。 东方金诚首席宏

观分析师王青表示， 在基建投资和制造业投

资较快增长带动下，3月企业中长期贷款继

续成为推动信贷高增的主力。 在基本面改善

带动贷款需求和银行风险偏好同步回升背景

下，票据冲量现象持续降温。

从住户部门看，温彬表示，受需求加快释

放等因素影响， 居民按揭贷款呈现明显回暖

迹象。 此外，3月以来监管部门展开对不法贷

款中介的专项治理行动，规范贷款市场秩序，

也有助于按揭贷款稳定， 带动居民中长期贷

款整体出现较大反弹。

企业信用环境整体改善

数据显示，初步统计，3月末社会融资规

模存量为359.02万亿元，同比增长10%。

对于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速上行，

仲量联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部

总监庞溟认为， 主要是由于信贷投放强劲增

长。（下转A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