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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新办14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市场

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司法部、国

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四部门有关负责人

围绕加大助企帮扶力度相关政策措施，

回应社会关切。

精准扶持不同经营主体发展

市场监管总局局长罗文介绍，在增

强经营主体活力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将

推出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引导平台企

业用流量帮助平台内商户提升品牌知晓

度、扩大市场交易量；推动将质量信誉

作为企业的融资依据；对个体工商户实

施分型分类、精准帮扶；加快制修订设

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相关重点标

准进程。

市场监管总局将出台《关于引导网

络交易平台发挥流量积极作用、扶持中

小微经营主体发展的意见》，鼓励网络交

易平台企业合理配置流量资源，重点向

农产品经营主体、特色经营主体和新入

驻经营主体倾斜。同时结合大型促销等

活动加大对平台内企业商户的流量支

持，帮助企业商户提高流量利用效率，提

升经营管理水平，充分激发平台内经营

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市场活力。

针对当前一些工业企业反映订单不

足等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王江

平介绍，为帮扶企业拓展市场，四季度

工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再推出一批促

消费、扩内需的一些具体举措，主要包

括：聚焦投资带动，实施技术改造升级

和设备更新工程；围绕扩大消费，组织

开展优供给、促升级系列行动；深化场

景应用，培育壮大低空经济、智能制造

等新质生产力。

王江平表示，下一步将着力构建促

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机制，完

善“选种、育苗、培优”全周期培育体系，

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采

取一系列举措推动支持我国独角兽企业

发展，包括建立全国统一、部省联动的独

角兽企业培育体系，支持独角兽企业上

市、并购、重组，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支持

独角兽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等。

畅通融资渠道优化营商环境

小微企业是稳定经济、扩大就业和

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国家金融监督管

理总局副局长丛林表示，近期围绕助企

帮扶出台的一系列举措，就是要打通小

微企业融资的堵点和卡点，优化营商环

境，畅通融资渠道，力争做到服务不减、

价格更优。

在缓解小微经营主体融资困难方

面，丛林介绍，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牵头建立了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

机制，加强央地联动，从供需两端发

力，统筹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和银行放

贷难的问题。

“小微企业只要是合规持续经营，有

固定的经营场所，经营状况良好，同时有

真实的融资需求，贷款用途是合规的，都

可以通过这个机制获得发展所需要的资

金。”丛林说。

正在公开征求意见的民营经济促进

法草案被认为是提振信心的重要举措。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列表示，草案第

一次将“两个毫不动摇”“培育和弘扬企

业家精神”等写入法律，明确“促进民营

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长

期坚持的重大方针政策”，充分表明促进

民营经济发展是党和国家一以贯之并将

长期坚持的大政方针。这些内容将促进

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为包

括民营经济在内的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

发展营造更加良好的环境。

市场监管总局局长罗文表示，针对

妨碍市场公平准入、限制企业跨区迁移

等问题，尽快研究提出切实有效措施，回

应经营主体关切。深入推进涉企法律法

规政策评估清理，全面清理歧视和区别

对待不同所有制、规模和地域企业的各

类规定。

在减轻企业负担上狠下功夫

市场监管总局局长罗文表示，在减

轻企业负担上狠下功夫，聚焦重点收费

主体、重点行业领域，组织开展涉企违规

收费专项检查和重点抽查，加快违规收

费退费进度，让企业尽快得到实惠。

市场监管总局将加大对涉企违规收

费的监管执法力度，完善各类涉企收费

目录清单，全面公开收费项目、依据和标

准，不在目录内的一律不得收费。推动

出台《涉企收费违法违规行为处理办

法》，细化涉企收费违法违规行为认定标

准，加大行政处罚力度。完善常态化问

题线索收集机制，建立涉企收费监测点，

充分发挥乱收费治理“前哨站”的作用。

强化行政执法监督，加强和改进涉

企执法。司法部副部长胡卫列表示，将

推动各级执法机关建立完善涉企执法经

济影响评估制度，尽可能降低行政执法

活动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负面影响。

要求行政机关在对涉案企业立案、调查、

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或者作出

重大行政处罚时，要对企业生产经营活

动可能受到的影响进行综合分析，并作

出有针对性的防范和处置。

市场监管总局将加快出台推行服务

型执法具体举措，制定行政执法行为规

范，更多运用提醒告诫、行政指导等柔性

措施，将服务贯穿于监管执法全过程、各

环节，科学引导企业依法合规经营。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

加大助企帮扶力度有这些举措
四部门有关负责人回应社会关切

据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0月14日电
（记者张玉亮 陈静）瑞典皇家科学院14

日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24年诺贝尔

经济学奖授予三位来自美国大学的经济

学家 （如图）：达龙·阿杰姆奥卢、西

蒙·约翰逊和詹姆斯·鲁滨逊，以表彰

他们在关于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

荣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突破400万

亿元、广义货币（M2）稳中有升、贷款

利率保持历史低位……中国人民银行10

月14日发布了前三季度金融数据。新发

布的金融数据有何亮点？信贷资金主要

流向哪些领域？金融政策“组合拳”效

果如何？

中国人民银行当日发布的金融统计

数据显示，9月末，我国人民币贷款余

额253.61万亿元，同比增长8.1%；M2

余额同比增长6.8%，增速较上月有所回

升；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02.19万亿

元，同比增长8%。

“前三季度的数据显示，贷款保持

稳定增长，流动性合理充裕，有助于支

持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中国民生银行

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为，当前金融总量

总体平稳，社会融资规模存量首次突破

400万亿元，支持实体经济有力有效。

不过，金融管理部门正逐步淡化对金融

总量指标的关注，金融总量增长正处于

“减速提质”阶段。

分结构来看，今年以来，企业贷款

特别是企业中长期贷款新增较多，这为

稳投资提供了较为充足的资金支持。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企（事）业单位

贷款增加13.46万亿元，是贷款增加的主

力军。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9.66万亿

元，占比超七成。

具体来看，信贷资金流向了哪里？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9月

末，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13.88万亿

元，同比增长14.8%，其中，高技术制

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2%；专

精特新企业贷款余额4.26万亿元，同比

增长13.5%；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2.9万

亿元，同比增长14.5%。这些贷款增速

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

“信贷结构持续优化。”招联首席研

究员董希淼表示，近年来，我国经济结

构转型升级，绿色发展、科技创新等新

动能加快形成，信贷结构也相应调整。

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围绕实体经济

发力，引导越来越多信贷资源流向重大

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此外，我国利率水平保持稳中有降

态势，有助于企业和居民降低融资成

本，减少利息负担。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9月

份，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为

3.32%，比上月低约2个基点，比上年

同期低约78个基点；新发放企业贷款加

权平均利率约为3.63%，比上年同期低

约21个基点，均处于历史低位。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一些

新的情况和问题，社会预期偏弱，短期

内有效融资需求不足。对此，金融管理

部门加大政策力度，推出一揽子增量政

策，注重提振信心。

9月下旬开始，中国人民银行落地一

揽子增量政策：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政策

利率、降低存量房贷利率、创设支持股票

市场稳定发展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随着一揽子增量政策持续落地，社

会有效需求将逐步恢复。”温彬表示，中国

人民银行推出的政策“组合拳”超预期、强

有力，抓住房地产、资本市场两个关键点。

中国人民银行此前公布的下半年各

项重点工作明确提出，继续实施好稳健

的货币政策，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

持力度，把着力点更多转向惠民生、促

消费。 （据新华社电记者吴雨、任军）

金融支持加大力度增量政策“组合拳”持续显效
——解读前三季度金融数据

民政部发布公告
遴选个人求助
网络服务平台

民政部10月14日就遴选个人

求助网络服务平台发布公告。公告

指出，申请指定为个人求助网络服

务平台，应当符合《个人求助网络服

务平台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条件。

公告明确，民政部受理申请的截

止日期是2024年10月31日。申请

时提供的材料应当真实有效。公示

期满后，民政部确定指定的个人求助

网络服务平台名单。（据新华社电）

三位美国大学经济学家

获2024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