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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快报讯（记者 熊平平 见习记者 龙秋利 文/摄）近期，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江苏省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应用促进中小微企业融资若干措施》（下称《若干措施
》）。8月10日，江苏省政府新闻发布会在南京召开，现代快报记者从现场了解到
，《若干措施》提出用三年左右时间，实现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实名注册中小微企业
达到150万户，平台普惠贷款余额超过4000亿元，占全省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比重、信用贷款余额占比达到20%以上。

会上，来自省发改委、省工信厅、省地方金融监管局、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省
大数据管理中心、江苏银保监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对《若干措施》相关内容进行了详
细介绍。

△发布会现场

把脉信贷痛点，为全省中小微企业绘制融资路线图

中小微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生力军，是稳增长、促就业、保民生的重要力量。 

“江苏企业406.6万户，其中99%以上是中小微企业。近年来，江苏大力推动解决
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至今年6月末，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
小微企业贷款余额2.38万亿元，同比增长29.27%。”江苏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
世祥说。 

但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小微企业。张世祥表示，由于中小微企业一般缺
少抵押物，银行缺乏准确掌握中小微企业信用状况和风险状况的手段，中小微企业
贷款可得性不高、信用贷款占比偏低等问题仍然存在。6月末，江苏省信用贷款余
额占比14.94%，其中小微企业信用贷款余额占比11.45%。 

为进一步发挥信用信息对中小微企业融资的支持作用，推动建立缓解中小微企业融
资难融资贵问题的长效机制，去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应用
促进中小微企业融资实施方案》。 

“根据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政务办、省
地方金融监管局、人民银行南京分行、江苏银保监局结合我省实际，起草形成《若
干措施》。在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后，经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出台《若干措施》。
”张世祥说。 

现代快报记者注意到，《若干措施》明确了全省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应用促进中小微
企业融资路线图：提出用三年左右时间，实现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实名注册中小微企
业达到150万户，平台普惠贷款余额超过4000亿元，占全省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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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比重、信用贷款余额占比达到20%以上，推动中小微企业融资可得性、便利度明
显提高，信用贷款持续提升。

聚焦长效机制，让金融机构敢贷、愿贷

《若干措施》聚焦有效破解银企信息不对称难题，通过高效便捷的信用信息共享应
用，既提高中小微企业信用贷款可得性，也提高金融机构风险防控可靠性，为金融
与中小微企业架起“信息金桥”。 

张世祥表示，《若干措施》聚焦建立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长效机制进
行整体设计，处处体现了“江苏特点”。

首先是突出问题导向。《若干措施》聚焦信用信息共享应用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
题，从平台建设、信息共享应用、信息服务等方面作出全面安排，着力扩大中小微
企业首贷户、提高中小微企业信用贷款率、降低融资成本。 

其次是注重巩固拓展。与其他地区相比，江苏省信用信息共享应用总体走在前列，
但是与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的现实需求相比，还存在不足。通过沟通协商，在全面
落实国家规定信息归集的基础上，拓展了21类信用信息，更好满足金融机构对信用
信息的应用需要。 

第三是坚持集约高效。目前，省内已建有10个融资信用服务平台，能够实现对全省
范围内市场主体的服务。《若干措施》提出统筹建设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突出省融
资信用服务平台主渠道作用，省平台已覆盖的设区市原则上不再新建平台，避免重
复建设。 

最后是强化政策支撑。针对金融机构为中小微企业贷款的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
若干措施》要求各地各部门发挥信贷风险分担机制和融资担保相关政策作用，强化
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促进金融机构敢贷、愿贷，提高信用贷款的规模和水平
，真正让“信用信息+政策支持=信用贷款”。

20项举措全面助力中小微企业融资

张世祥指出，《若干措施》包括五个部分，即建立健全融资信用服务平台、推进信
用信息共享应用、优化信用信息服务、建立长效规范管理机制、加大协调推进力度
，共提出20项工作举措全面助力中小微企业融资。 

在建立健全融资信用服务平台上，提出建设全国中小企业融资综合服务平台江苏省
级节点。推进省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建设，带动引领其他融资信用服务平台规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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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融资信用服务平台规范对接省级节点。 

在推进信用信息共享应用上，明确实施信用信息共享清单管理，压实信用信息共享
责任。提出发挥省级节点作用，强化信用信息资源整合，提升信用信息共享质效。
依法依规开展公共信用信息查询、批量推送等基础性信用信息应用。 

在建立优化信用信息服务上，提出完善信用评价和风险监测体系，出台企业信用评
价指引、获得贷款企业风险研判指引，并引导金融机构应用。探索“线上公证”“
线上仲裁”和金融数据直达线上诉讼、仲裁接口，建立金融纠纷高效处置机制。 

在建立长效规范管理机制上，提出加强企业信用信息授权统一管理和信用信息安全
管理，严格执行企业授权制度，保障信用主体信用信息查询权、异议权，加大对违
法行为监管力度。

在加大协调推进力度上，将从加强组织协调、强化政策支持、开展推介活动、开展
示范创建、加强监测通报等方面提出了保障措施，推动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下一步，江苏将全力推进信用信息共享，加快推动平台接入省级节点，构建工作协
调推进机制，着力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助推江苏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

（编辑 谢静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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