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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量、稳价、优结构 我国普惠信贷更好满足多样

化金融需求 

 

作为金融“五篇大文章”之一的普惠金融，近年来服

务覆盖率、可得性、满意度明显提高，对小微企业、“三农”

等领域的服务水平不断提升。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

局发布《关于做好 2024年普惠信贷工作的通知》，要求 2024

年普惠信贷要实现保量、稳价、优结构，进一步引导金融

机构提供高质量、多样化的普惠金融服务， 更好满足小微

企业、涉农经营主体及重点帮扶群体的金融需求，提升服

务实体经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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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量、稳价、优结构 我国普惠信贷更好满足多样化金融需求 

作为金融“五篇大文章”之一的普惠金融，近年来服务覆盖率、可得性、满意度明显提高，对

小微企业、“三农”等领域的服务水平不断提升。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做好 2024

年普惠信贷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 2024 年普惠信贷要实现保量、稳价、优结构，

进一步引导金融机构提供高质量、多样化的普惠金融服务，更好满足小微企业、涉农经营主体及重

点帮扶群体的金融需求，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一、普惠信贷保量、稳价、优结构 

保持信贷支持力度方面，《通知》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要聚焦小微企业经营性资金需求，合理

确定信贷投放节奏，力争实现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增速的目标。大型商业银行、

股份制银行要力争实现全年普惠型涉农贷款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增速。此外，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

构要保持脱贫地区信贷支持力度不减，力争实现脱贫地区贷款余额增长。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

银行和大型商业银行要力争全年实现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贷款增速不低于本行各项贷款增速。 

数据显示，截至 2023年末，我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29.06万亿元，同比增长 23.27%，

较各项贷款增速高 13.13 个百分点。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 12.59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34%，较各

项贷款增速高 10.2 个百分点。832 个脱贫县各项贷款余额 1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7%；160 个

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各项贷款余额 1.9万亿元，同比增长 15.85%。 

稳定信贷价格方面，《通知》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强小微企业、涉农贷款定价管理，根据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合理确定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涉农贷款利率水平。同时，要规范与第

三方的合作，认真评估合作必要性、服务贡献度与收费合理性，引导降低收费水平。 

据了解，从 2023 年开始，监管部门不再要求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降低利率”，而是要总体

保持平稳。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新发放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 4.78%，较 2022 年下降

0.47 个百分点。 

改善信贷供给结构方面，《通知》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增强对小微企业法人服务能力，加大首

贷、续贷投放，扩大服务覆盖面。加强小微企业、涉农专属产品开发，打造特色品牌，提升服务专

业性。支持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对于农户经营性贷款，可参照小微企业续贷条件开展续贷。积极开

发小额信用贷款产品，推广随借随还的循环贷模式，灵活便捷地满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

农业转移人口等群体的资金需求。 

二、满足小微、三农等重点领域信贷需求 

《通知》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聚焦科技创新、专精特新和绿

色低碳发展，以及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外贸等领域小微企业，健全专业化服务机制。用好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名单、企业创新积分制试点、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国家产融合作平台等机制，提

升对接精准度。 

央行数据显示，截至 2023年末，我国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 21.2万家，获贷率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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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年末高 2.1个百分点。获得贷款支持的高新技术企业 21.75万家，获贷率为 54.2%，比上年末

高 0.8 个百分点。 

此外，《通知》要求加大对小微企业设备更新、技术改造、项目研发等方面的中长期贷款支持，

提升资金供给与经济活动的适配性。根据批发零售、住宿餐饮、文化旅游、交通物流等行业小微企

业特点，优化服务方式，强化对经营流水、交易数据的分析运用，提高风险识别管控能力，促进小

微企业健康发展。 

《通知》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要有力有效支持乡村全面振兴，大力支持粮食安全战略，加大

信贷投入。鼓励商业银行探索对粮棉油等重要农产品供应链企业信贷服务有效模式。积极助力构建

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支持地方优势特色产业发展，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补短板，支持

受灾地区恢复生产、灾后重建。加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户信用贷款发放力度，加强对农村基层

集体经济组织的支持，合理提升县域存贷比水平，为县域提供综合化金融服务。 

要以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脱贫地区特色产业发展、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为重点，加大信

贷支持力度，促进脱贫群众持续增收，助力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做好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工

作，努力做到“应贷尽贷”。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脱贫人口贷款余额 1.16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全年累计发放 9586亿元。 

三、完善体制机制 防止过度授信 

《通知》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完善体制机制，通过单列信贷计划、绩效考核倾斜、内部资金转

移定价优惠等方式，保持普惠信贷业务资源投入力度。同时，要增强数字化经营能力，优化信贷审

批模型，构建“信贷+”服务模式。不断拓宽农村抵质押物范围，保持农村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

推动农村基础金融服务提质升级，提高残疾人、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享受金融服务的便利性。 

此外，要规范普惠信贷管理，加强贷款“三查”，强化对借款主体资质审核，建立贷后资金用

途监控和定期排查机制，严禁套取、挪用贷款资金。规范分支机构与第三方合作行为，严禁与不法

贷款中介开展合作。合理确定授信额度，防止过度授信。加强风险监测管理，提升不良资产处置效

率。 

《通知》还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普惠信贷特色产品宣传，普及金融知识，提升金融服务和

政策的知晓度，提示信贷挪用、逃废债等行为的危害。 

日前，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统一部署，以“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为主题，从 3

月 12 日到 4月 12日开展第一届“普惠金融推进月”行动。各金融机构通过 “线上+线下”立体化

宣传，不断加大普惠金融政策及知识宣传普及力度。通过走进园区、企业、乡村、社区等方式，推

广普惠金融产品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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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仅供接收客户参考。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刊登、转载和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