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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设立，提升银行业金融服务质量

9 月 28 日，中国人民银行设立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主要关注点如下：

第一，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为货币政策工具扩围加力，引导信贷资金精准滴

灌实体经济。今年以来，货币政策在提升信贷规模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优化结构，持续

加强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通过综合运用多项货币政策工具，中国人民

银行不断激励金融机构的定向信贷支持，引导银行业贷款流向小微企业、科创企业、

普惠养老以及绿色产业等领域。当前，金融机构对于实体经济的支持实现高速增长。

截至 2022 年二季度末，在涉政业务领域，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贷款余额 31.02 万亿元，

同比增长 12.5%；在制造业领域，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同比增长接近 30%；在绿色金融领

域，绿色贷款余额 19.55 万亿元，同比增长超过 40%；在普惠金融领域，小微企业贷款

余额 55.8 万亿元，同比增加 17.23%。此次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支持包含教育、卫

生健康、文旅体育、实训基地、充电桩、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新型基础设施、产业数

字化转型、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升级、废旧家电回收处理体系等 10 个领域的设备购

置与更新改造，所产生的影响是更加长期和深远的。

第二，设备更新改造再贷款工具量足价优。从发放对象来看，包括国家开发银行、

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等 21 家金融机构。

截至 2021 年末，上述金融机构总资产约 240 万亿元，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的比例

约为 70%，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需要充分发挥“头雁”效应，在引

导信贷资金投向方面积极作为。从专项贷款服务对象来看，发展改革委依托推进有效

投资重要项目协调机制，会同各地方、中央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形成分领域备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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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确保信贷投放的精准有效，降低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水平，提高资金供给端

和需求端的匹配效率。从利率水平来看，专项再贷款利率仅为 1.75%，相较于目前相同

期限同业存单利率水平以及大部分股份制银行的存款利率水平，在负债成本方面具有

明显优势。总体来说，再贷款工具在提升银行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水平的同时，保证了

业务开展的可持续性。此外，专项再贷款采取“先贷后借”的直达机制，按月发放。

对于金融机构 2022 年 9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以不高于 3.2%的利率向清

单内项目发放的合格贷款，人民银行按贷款本金等额提供资金支持，进一步提升了再

贷款信贷政策工具的使用效果。

第三，依托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银行业将进一步提升制造业等领域的金融

服务水平。当前，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领域仍然具有巨大的融资需求。依托此次专项再

贷款工具的使用，金融机构将以不高于 3.2%的利率向制造业、社会服务领域和中小微

企业、个体工商户等设备更新改造提供贷款，预计带动 2000 亿元以上的信贷规模，进

而对夯实实体经济恢复基础提供强有力支持。为了提升此次再贷款工具的使用效果，

银行业需要在以下方面积极作为：一是要基于政策导向，用好专项再贷款工具，加大

对制造业等领域进行设备更新改造的信贷支持，通过充分的市场调研，从多角度出发

设计切实可行的信贷产品；二是做好贷前审查，调查企业主体是否符合设备更新改造

专项贷款准入条件，对满足相关资质要求的企业开通信贷审批绿色通道，提高审批质

效；三是在成本端进行实质性的减费让利，扩大抵质押物接受范围，不断提高相关贷

款的可得性和便利度；四是要做好贷后管理，定期对相关企业的执行借款合同情况、

资信情况以及贷款流向情况进行跟踪调查；五是要不断优化风控模型，应用大数据、

云计算等金融科技手段，建立符合相关领域和行业风险特征的专项信用评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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