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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言献策

提升服务能力  推进创业担保贷款政策落地
卓锴化｜施冀

近年来，创业担保贷款资金有效

发挥引导作用促进创新创业，创造了

大量就业岗位，有力促进了就业局势

的稳定。然而，一些地方在落实创业

担保贷款政策中存在一些堵点，影响

了政策实施效果，亟待进一步加强部

门协作，优化工作流程，落实风险分

担机制，增加创业担保贷款。

创业担保贷款政策不断完善

2002 年，我国出台下岗失业人员

小额担保贷款政策，随着支持对象不

断扩大，2005 年升级为小额担保贷款

政策。为支持创新创业，2015 年又调

整为创业担保贷款政策。近年来，创

业担保贷款政策不断优化。

一是支持对象不断扩大。从最初

的下岗失业人员扩大到如今的城镇登

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复员转

业退役军人、刑满释放人员、高校毕

业生、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工和失业

人员、返乡创业农民工、网络商户、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农村自主创业农民

等 10 类支持对象，以及为这 10 类支

持对象提供的就业岗位达到职工总量

一定比例的小微企业。2020 年，还阶

段性纳入部分受疫情影响较重行业的

个体工商户和企业。

二是贷款额度、贷款利率更加市

场化。贷款额度不断提高，从最初的 2

万元左右提高到如今的个人 20 万元、

小微企业 300 万元，满足创业实际需

要。贷款利率确定逐步引入市场机

制，从严格执行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

利率到在 LPR 上浮一定幅度内由银行

根据借款人经营状况、信用情况等和

借款人协商确定。

三是财政贴息办法不断优化。财

政部门安排贴息资金，对创业者及创

结构的优化升级对所需劳动者技能的

要求，与过去相比，也必然有极大变

化，各级财政部门及时支持高效的和

针对性强的职业技能培训就显得尤为

重要。在加大适应本地产业结构调整

的职业技能培训力度的同时，更要创

新培训投入方式，以更高的效率促进

劳动者的知识升级和素质提升，增强

岗位匹配能力和转换岗位能力，使其

尽快适应经济转型升级的要求。人实

现了就业是人力资源，再进一步提升

专业技能就变成了人才资源，从而反

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助推就业结构

和产业结构调整螺旋上升。

（三）统筹兼顾“稳就业”与“保居

民就业”政策目标。财政支持就业优

先政策是长久之计，要坚持贯彻始终，

在制定具体的政策措施过程中要统筹

兼顾“稳就业”与“保居民就业”。“稳

就业”和“保居民就业”都是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的具体体现，是在不同形

势下作出的科学安排，着力点有所差

异。同时，“稳就业”和“保居民就业”

二者内在联系紧密，“稳就业”是大局，

“保居民就业”是前提，当前形势下只

有全面落实好“保居民就业”，才能实

现“稳就业”。保居民就业最重要的着

力点是加速企业复工达产，财政在支

持保就业规模以实现更充分就业的同

时，还要注意如何兼顾完善财政支持

稳就业的政策体系，包括保障灵活就

业和创业人员合法权益、推进城乡就

业一体化、支持提升劳动者职业能力

等，这些与改善就业结构和提高就业

质量息息相关。统筹兼顾 “保居民就

业”与“稳就业”的政策目标，实现更

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作者单位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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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企业给予贴息补助，并不断优化贴

息办法。从最初的中央财政全额贴

息，发展到中央、省、市县共同承担贴

息资金。下一步，个人、企业也需要分

担部分利息，让同样的资金引导带动

更多个人创业。

四是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实现

全覆盖。早在 2002 年出台下岗失业人

员小额担保贷款政策之时，中央就同

步要求各省及地级以上市设立小额担

保贷款基金，专项用于支持下岗失业

人员小额担保贷款。经过十多年的发

展，小额担保贷款基金名称相应调整

为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单独列账，

单独核算，保证专款专用和封闭运行。

创业担保贷款政策落地堵点

（一）机制不顺影响服务合力。政

策上，对各部门的职责有明确的规定。

人民银行负责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

加强监测分析和信息共享，人社部门

负责创业担保借款人资质审核，银行

负责贷款发放，财政部门负责做好担

保基金、财政贴息和奖补资金的管理

工作。实际执行中，部门协作机制还

不够完善。人社部门履行资质审核职

责，在创业担保政策落实链条的前端，

没有着力点推动银行应贷尽贷。财政

部门履行资金保障职责，在创业担保

政策落实链条的后端，难以提前介入

推动银行应贷尽贷。人民银行没有具

体办理创业担保贷款业务，导致许多

地方的创业担保贷款协调机制徒具形

式，没能发挥应有功能。

（二）流程不畅阻碍贷款申请。政

策上规定，创业担保贷款按照“借款

人依规定申请、人社部门按规定审核

借款人资格、担保基金运营管理机构

按职责尽职调查、经办金融机构审核

放贷、财政部门按规定贴息”的流程

办理，并要求推行电子化审批，逐步

实行全程线上办理。实际执行中，许

多地方尚未实现电子化审批。借款申

请人线下申请，通过人社部门资格审

核后，还要向担保机构、银行提出申

请，手续繁杂，有时甚至重复提交材

料，拒贷率高，融资难、融资贵的现象

依然比较严重。

（三）风险难控影响贷款落地。政

策上规定，担保基金为银行发放的创

业担保贷款提供担保，分担银行风险。

实际执行中，创业担保贷款金额小、

风险高、收益低、申请担保基金代偿

难，许多银行不愿意开展相关业务。

一些地方创业担保基金只有资金，没

有专业机构经营，无法进行风险识别、

评估，难以正常开展业务。一些地方

创业担保基金呆坏账核销难、风险分

担机制不健全、资本金补充不及时、

尽职免责制度不完善，影响了业务的

开展。

提升创业担保贷款服务水平的建议

（一）理顺机制形成服务合力。一

是人民银行要健全完善创业担保贷款

统计制度，加强监测分析和信息共享，

加强对银行政策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发挥协商机制作用解决政策落实

中的问题。二是人社部门要在跟踪服

务创业情况时，主动了解其申请创业

担保贷款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提交协

调机制共同研究解决。三是财政部门

通过优化资金补助方式、加强绩效评

价等，支持引导银行、创业担保基金

切实落实政策。

（二）优化流程畅通申请渠道。一

是在线下拓宽申请渠道，推行“一站

式”服务，缩短办事时效，试行“多审

合一”。二是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

优化流程，依托现有资源推动创业担

保贷款申请、审核、拨付全程线上办

理，让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像网购一样

方便。三是支持经办银行按照创业担

保贷款条件，开发具有本银行特色的

产品，同等享受创业担保、财政贴息

等扶持政策。

（三）分担风险推动贷款政策落

地。一是明确创业担保贷款借款人还

款责任，申请时由其承诺符合贷款条

件、按时还款承担还贷，对于未能按

时还款的，允许其分期还款。二是完

善银行和创业担保基金风险分担机

制，健全省、市、县各级财政分担代

偿损失和呆坏账核销办法，优化创业

担保基金资本补充办法，完善尽职免

责规定。三是加强创业担保基金风险

防控技术，探索运用“总对总”批量

业务模式，依托银行服务网络、风险

防控和技术能力，由银行按照规定的

业务条件对创业担保贷款项目进行风

险识别、评估和审批，创业担保基金

进行合规性审核确认，不再做重复性

尽职调查，提高担保效率。四是探索

由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运营创业担

保基金，纳入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管

理，同等享受保费补助、代偿补偿、

风险分担等扶持政策，增强创业担保

实力。

（作者单位 ：福建省财政厅  中央

军委审计署福州审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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