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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这是我们公司第三年办

理‘政采贷’融资业务了。”湖北省十堰

市某医药公司负责人感慨道，“我们公

司主要参与医疗器械供货项目，以前

公司资金紧张的时候人员工资都难以

保障，更别说参与投标了。还好有‘政

采贷’政策，缓解了流动资金压力，我

们才敢放心大胆地做更多项目！”

近年来，随着政府采购支持中小

企业发展政策持续加力，越来越多的

中小企业参与到政府采购活动中，针

对中小企业流动资金不足等问题，十

堰市财政部门推出“政采贷”政策，搭

建一站式政府采购合同线上信用融资

平台，打通“政银企”信息桥梁，助力金

融资源精准匹配中小企业融资需求，

大大缓解了中小企业资金压力，真正

实现“政府搭台、银行唱戏、企业受

益”。

据十堰市财政局政府采购办公室

主任邹晓介绍，相较传统融资业务，

“政采贷”具有三大优势，即全流程线

上操作，企业在网页端或手机端登录

即可发送融资需求，银行通过自身信

贷业务系统验证政府采购合同真实性

并受理业务，减少纸质签字、审批、跑

腿等繁琐流程，最快可实现 1 日放

款。利率降低20%，且不额外收取任

何费用、不额外附加任何条件，直接降

低企业融资成本。“政采贷”融资业务

依托政府采购信用，以财政资金支付

为保障，仅需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

控制人提供信用担保，大大降低了中

小企业融资难度。

自平台上线以来，该市已有20家

金融机构办理“政采贷”业务，累计办

理 500 余笔融资贷款，惠及中小企业

超过200家，融资总额达27亿元。今

年一季度，该市累计办理“政采贷”137

笔，融资总额达 9.98 亿元，同比增长

268.5%，实现首季“开门红”。

（杨磊）

湖北十堰
一季度“政采贷”融资同比增长268.5%

“国九条”作为我国资本市场

的重要指导性文件，自 2004 年首

次发布以来，已经历了数次迭代

更新。每次“国九条”的更新均紧

扣时代脉搏，反映了国家对资本

市场发展的高度重视和战略部

署。200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推

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

的若干意见》，将资本市场的发展

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为资本市

场的改革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2014年，国务院出台《关于进

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

干意见》，明确到2020年基本形成

结构合理、功能完善、规范透明、

稳健高效、开放包容的多层次资

本市场体系，进一步明确了资本

市场发展的方向和目标。2024

年，新“国九条”聚焦于服务中国

式现代化，从投资者保护、上市公

司质量、行业机构发展、监管能力

和治理体系建设等多维度，擘画

了资本市场的发展蓝图。

与 2004 年和 2014 年的“国九

条”相比，新“国九条”坚持把资本

市场一般规律同我国国情市情相

结合，坚守资本市场工作的政治

性、人民性，以强监管、防风险、促

发展为主线，以完善资本市场基

础性制度为重点，更好发挥资本

市场功能作用，推进金融强国建

设，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大局。新

“国九条”更系统、更全面地明确

了当前贯彻新发展理念下的资本

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和路径，

为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坚实的政

策支持和明确的行动指南，鲜明

地体现了推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

展的三大核心主线：

一是强调资本市场的政治性

和人民性，贯彻“金融为民”的理

念。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中

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将领导金融工

作的基本要义总结为“八大坚

持”，前两项是坚持党中央对金融

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分别与新

“国九条”中强调的资本市场的政

治性和人民性相呼应。政治性表

现在，在我国的金融体系中党的

领导是确保金融市场沿着正确方

向发展的根本保证，金融政策的

制定和执行必须服从于国家的整

体发展战略，确保金融市场服务

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人

民性表现在：资本市场的建设和

发展应始终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财富管理需求为目标，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确

保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从而更好地提升人民福祉。

二是明确提出资本市场发展

需做好强监管、防风险。新“国九

条”中，第二条“严把发行上市准

入关”强调，从进一步完善发行上

市制度、强化发行上市全链条责

任、加大发行承销监管力度三方

面发力，追责机制更加健全。第

三条“严格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提

出，严格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包括

信息披露和公司治理、减持、分

红、上市公司投资价值等四方面

的监管，具体规定较为细致且全

面从严。第四条“加大退市监管

力度”强调，深化退市制度改革，

加快形成应退尽退、及时出清的

常态化退市格局。第五条“加强

证券基金机构监管，推动行业回

归本源、做优做强”强调，资本市

场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证券基

金机构的高质量发展，并提出需

加强行业机构股东、业务准入管

理；推动行业机构加强投行能力

和财富管理能力建设；支持头部

机构通过并购重组、组织创新等

方式提升核心竞争力；积极培育

良好的行业文化和投资文化。第

六条“加强交易监管，增强资本市

场内在稳定性”分别对各重点市

场提出相关要求：股市要强化风

险综合研判，加强战略性力量储

备和稳定机制建设；私募基金应

集中整治突出风险隐患；债市需

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多元化的债券

违约风险处置机制，坚决打击逃

废债行为；期货市场要探索适应

我国发展阶段的期货监管制度和

业务模式。第二至六条均明确强

调，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需在强

监管、防风险中进行，必须全面加

强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风险，稳为

基调、严字当头，确保监管“长牙

带刺”、有棱有角，维护市场的稳

定运行。

三是强调资本市场必须牢牢

把握高质量发展的主题，守正创

新，更加有力服务国民经济重点

领域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新

“国九条”中，第七条“大力推动

中长期资金入市，持续壮大长期

投资力量”强调，通过培育长期

投资的市场生态和优化保险资

金权益投资政策环境，支持鼓励

长期权益投资。第八条“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更好服务高

质量发展”强调，做好“五篇大文

章”，推动股票发行注册制走深

走实，增强资本市场对新质生产

力的支持作用；完善多层次资本

市场体系；坚持统筹资本市场高

水平制度型开放和安全。第九

条“推动形成促进资本市场高质

量发展的合力”强调，加强资本

市场法治建设，加大对证券期货

违法犯罪的联合打击力度，深化

央地、部际协调联动，打造监管

铁军，形成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的合力。

强监管 防风险 促高质量发展
——资本市场新“国九条”解读

章俊
··

针对当前资本市场面临的新

情况和问题，4月12日出台的《国务

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

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

简称新“国九条”）提出了一系列推

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措施。当

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

进，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以及科技

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对资

本市场的稳定性和适应性提出了更

高要求。同时，我国经济正处于向

高质量发展转换的关键时期，这一

范式转变要求资本市场不仅要服务

于量的稳定延续，更要促进经济结

构的优化和增长动力的转换。新

“国九条”旨在推动我国资本市场高

质量发展，具体体现为三个关键词：

强监管、防风险、促高质量发展。

从出台背景看，新“国九条”

在继承以往政策精神的基础上，

针对当前资本市场面临的新情况

和新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

措施。

从政策内容看，以最高层定

调出台新“国九条”，体现出党中

央对资本市场发展的全面审视与

战略部署。其核心内容在于强化

监管框架、提升市场质量、保护投

资者权益，并以此促进资本市场

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大局。新

“国九条”的出台，标志着资本市

场监管体系的进一步成熟与完

善，在强调政治性与人民性的基

础上，更加注重风险防控与高质

量发展的结合。

从影响意义看，新“国九条”

不仅是对资本市场发展路线图的

明确规划，也是对未来市场监管

方向的有力指引。

第一，新“国九条”通过强调

政治性与人民性的双重属性，确

立了资本市场监管的政治导向和

价值取向，为构建系统性、全面性

的监管架构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

础和政策支撑。

第二，新“国九条”明确提出

了加强风险综合研判和战略性力

量储备的要求，通过完善宏观审

慎管理和微观行为监管的协调机

制，构建更为科学的风险评估和

应对体系。此举将有效提高资本

市场抵御内外部冲击的能力，减

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积聚和传

播。

第三，新“国九条”对上市公

司的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通过

严格发行上市准入关和加大退市

监管力度，推动形成优胜劣汰的

市场环境。这不仅有助于提高上

市公司的整体质量，也为投资者

提供了更为优质的投资标的，从

而提高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

和投资回报率。

第四，新“国九条”特别强调

了对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

护，通过健全投资者赔偿救济机

制和完善投资者教育，有利于增

强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同时，

构建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将进

一步提升市场参与者的积极性和

市场的活跃度。

第五，从长远角度看，新“国

九条”将通过优化资本市场结构

和功能，更好地满足不同类型企

业的融资需求，支持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为有效的

金融支持。

同时，新“国九条”与配套文

件的出台向市场传递了监管层对

证券行业未来发展的全面审视和

战略布局。当前市场波动性增

加，金融风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

性上升，对券商的风险管理和业

务适应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

于此，监管层旨在通过强化监管、

回归本源、规范市场、优化激励和

培育文化等多维度、全方位的措

施，发挥证券公司有效服务实体

经济，推动金融行业高质量发展

的引领示范作用。

（作者系中国银河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
院长）

新“国九条”对资本市场的长远影响

新“国九条”明确资本市场发展主线

债券简称

24甘肃债02

24甘肃债03

24贵州债11

24贵州债12

24贵州债13

24贵州债14

24贵州债15

24贵州债16

24湖南09

24湖南10

24湖南11

24黑龙江债03

24黑龙江债04

债券
代码

2405206

2405207

2405208

2405209

2405210

2405211

2405212

2405213

198989

198990

198991

2405204

2405205

发行人
简称

甘肃省政府

甘肃省政府

贵州省政府

贵州省政府

贵州省政府

贵州省政府

贵州省政府

贵州省政府

湖南省政府

湖南省政府

湖南省政府

黑龙江省政府

黑龙江省政府

利率

2.11%

2.11%

2.43%

2.43%

2.43%

2.63%

2.64%

2.67%

2.21%

2.56%

2.61%

2.39%

2.39%

发行期限
（年）

3

3

10

10

10

15

20

30

5

15

30

7

7

发行面额
（亿元）

30.5453

75

86.2155

14.6635

11.9831

54.7548

109.9768

58.1464

58.0353

27.36

27.47

86.261

108.291

本报讯 近年来，江苏省常州市财

政局充分发挥“财政+金融”协同效

应，持续深耕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

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撬动和引

导社会资本投资重点产业和未来产

业，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一是强化“基金链”，优化新兴产

业投资布局。放大财政资金引导效

应，构建“1+3+X”基金矩阵，健全涵

盖“募、投、管、退”全方位的管理制度

体系，以龙城科创发展基金为核心，聚

焦新能源、智能制造、未来产业等重点

产业，实现精准支持。截至今年2 月

底，母子基金累计在常州投资项目

239个，投资总额67.29亿元。

二是延长“产业链”，加大重点产

业招商引资力度。搭建政企、产融多

元联动“金融桥梁”，强化与常州科教

城、中以常州创新园等园区、平台、科

技孵化器协作，锚定重点产业吸引各

类优质资源汇聚，支持常州市经济社

会发展。截至今年2 月底，基金累计

招引项目46个，总投资345亿元。

三是优化“服务链”，助推科创企

业快速发展。充分发挥信保基金增信

赋能作用，服务创新型企业全生命周

期、全产业链条、全贷款流程，开创财

政金融政策协同、赋能科技创新的新

局面。截至今年2 月底，信保基金项

下产品累计为3.54万户企业发放贷款

2158 亿元，解决了一大批初创型、成

长型企业融资难题。 （王珏）

江苏常州
优化“三链”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本报讯 近年来，安徽省合肥市财

政局加强财政金融政策联动，打出贷

款补贴、基金参股、农险补贴等“组合

拳”，投入财政资金60余亿元，撬动金

融和社会资本超3000亿元，推动实体

投融资高质量发展。

——聚焦贴息贴费，提升中小企

业融资支撑力。健全政府、银行、担

保机构、平台公司四方融资服务机制，

完善“政信贷”产品，给予企业50%贴息

及银行贷款最高80%风险补偿，撬动银

行机构为1.2万户中小企业授信663亿

元，企业平均贷款成本降至2.1%左右，

比市场利率低一半，平均授信周期5.8

天，较市场申贷时间压缩一半以上。

——聚焦基金招引，提升新企业

投资活跃力。制定市母基金参股基金

遴选办法，高频次实施“创投城市计

划”，累计帮助516个产业项目实现融

资对接。目前，市母基金已遴选合作

参股基金53只，撬动社会资本总规模

1561 亿元，落地招商项目 81 个，总投

资 1035 亿元；市母基金荣登“2023 年

活跃政府引导基金排行榜”第一名。

——聚焦保费补贴，提升乡村振

兴生产力。实施13类18个险种大宗

农产品保险，财政给予70%—80%保费

补贴，推动全市主粮完全成本保险全

覆盖。2023年，全市农业保险保费规

模5.5亿元，增长18.5%，财政补贴占保

费比重达74%，为农户提供风险保障

120亿元。同时，在全省首创“农业保

险+政信贷”模式，实施险贷联动，支持

农户增获信用贷款，并享受50%贴息政

策。探索“农业保险+基金”模式，设立

总规模5亿元的市种业专项基金。

——聚焦基础建设，提升项目投

融资内生力。成立全市投融资工作专

班，制定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筹资导则，充分挖掘项目收益，分领域

谋划政府投资项目融资方案。制定城

中村改造融资总体方案，出台城中村

改造专项借款资金管理办法等文件，

全市 18 个城中村改造项目获得全国

首批低利率城中村改造专项借款授信

441亿元。 （孙若妍）

安徽合肥
财金联动 助力实体投融资降本增效

地方传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