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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近 70% 的地区生产总值、70% 的税收、80%

的就业、90% 的企业数量都是由民营中小微企业创造

的。近年来，面对财政收支紧平衡形势，为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冲击，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在财政部指导

下，福建省创新财政支持方式，运用财政政策、资金、

资源，与金融政策、工具、产品相衔接，围绕中小微企

业融资需求，形成立体式优惠政策体系，引导金融服

务实体，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全力纾困，靶向解决企业融资“痛点”

（一）积极纾解暂时流动性困难。受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冲击，许多中小微企业出现暂时流动性困

难，经过帮扶能够较快恢复正常经营能力。2020—2021

年，省财政牵头先后设立了四期共 400 亿元规模的福建

省中小微企业纾困专项资金贷款，省财政贴息 1%，与

专项再贷款政策配合，20 家合作银行适度让利，对受

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提供优惠利率贷款支持。2021

年 9 月，第四期纾困专项资金贷款切块安排 40 亿元规

模，专项支持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高风险县（市、区）

的企业。惠及全省 1 万多家企业，年化利率平均 3.31%，

最低达到 2.35%。政策受益面广、普惠性强，资金直达

企业，受到基层、企业、合作银行等各方的欢迎，得到

福建：财政金融协调联动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福建省财政厅

省委省政府充分肯定，获评全省年度金融创新第一名。

（二）发挥 10 亿元资金池的分险作用。小微企业、

商贸企业、外贸企业、科技型企业、线上经济企业、“三

农”主体等固定资产少，经常由于“轻资产”，缺乏有效

的抵质押资产，难以获得银行贷款。省财政专项设立

10 亿元的中小微企业融资风险资金池，对银行的风险

损失最高可分担 50%，支持创设商贸贷、外贸贷、科技

贷等“快服贷”系列产品，放宽抵质押要求，适当降低

贷款利率，依托“金服云”平台实现“惠企政策、产品

服务、金融机构和企业需求”全闭环对接，更为便捷地

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需求。截至 2021 年底，银行已

累计发放贷款 3600 多笔，共计 140 多亿元。

（三）财政奖补强化正向激励。金融机构是服务实

体经济的重要力量。省财政分类制订了银行、保险、证

券等金融机构激励评价办法，每年安排专项资金，对

服务企业贷款、发债、上市、挂牌和金融创新项目等，

分项按排名予以奖励，引导金融机构主动运用各类产

品支持中小微企业。同时，省财政充分发挥市、县更贴

近企业实际需要的优势，在支持泉州、龙岩、宁德建

设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城市的基础

上，省级财政支持宁德、龙岩建设全国普惠金融改革

试验区，三明、南平建设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10 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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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开展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试点，财政奖励与试点任

务完成情况挂钩，有效引导财政金融政策落到基层企

业，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担保增信，聚力打通企业融资“堵点”

（一）促进融资担保增量扩面。发挥政府性融资担

保支小、支微、支农作用，将融资担保机构资本补充、

业务规模、担保费率等指标，纳入各级政府营商环境

和绩效考核评价体系，搭建三级融担机构合作和银担

合作机制，增强各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实力。一方

面，支持省再担保公司发挥龙头作用，全额补偿省再

担保公司分担的各地政府性融资担保业务风险损失，

按照 1.5‰比例安排再保费补贴，各地政府性融资担保

机构免交再担保费，省再担保对符合条件的担保业务

按 40% 分担风险。另一方面，省财政根据各设区市的

政府性融资担保整体工作开展情况，安排降费奖补、

风险补偿等资金，推动各地财政支持、引导、督促当地

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聚焦支小、支微、支农，扩大业务

规模。目前，全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已达 80 家，业

务规模和放大倍数逐年大幅提升。

（二）引导融资担保费率降低。省财政设立融资担

保专项资金，建立融资担保业务风险补偿机制，按照

不超过为小微企业提供的年度新增贷款担保额 1%、

1.6% 两档给予补偿，为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扩大业务

规模免除后顾之忧。同时，省财政完善对政府性融资

担保机构的绩效评价办法，强化绩效评价工作，重点

评价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降低担保费等方面工作。

财政资金支持、薪酬激励与融担机构绩效评价结果直

接挂钩，逐步引导担保费率下行，减轻企业负担。目前

全省年化平均担保费率已降至 0.61%。

（三）运用政府采购信息提供增信。政府采购实行

先预算、后采购管理，采购人信用度高，履约有保障。

为帮助解决参与政府采购的供应商的融资困难，依托

全省统一的“政府采购网上公开信息系统”，搭建银企

线上对接平台，以政府采购合同为信用担保，推出“政

采贷”，率先实现采购合同融资线上办理。截至 2021 年

底，已有 20 余家银行参与合作，累计发放贷款 2900 多

笔，共计 24 亿元。

打造平台，云端连通企业融资“断点”

（一）用好“金服云”平台。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

“金服云”平台于 2019 年 5 月上线试运行，汇聚电力、

税务、人社等部门多项公开政务数据和经企业授权采

集的经营数据，具备线上对接银行和中小微企业的功

能。省财政运用正向激励奖补措施，推动政策、企业、

金融机构上线上云，业务线上操作，依托“金服云”平

台全天候一站式提供金融服务。通过大数据赋能，实

现企业申报承诺、平台智能初筛、各地精准推荐、银行

专业审核等每道程序高效衔接，运用数据“算法”，进

行企业画像、负面清单筛查，提高银行获客对接效率，

简化贷审流程，放款提速。在财政金融联调联动政策

推动下，入驻“金服云”平台企业已超过 17 万家，解决

贷款超千亿元。

（二）创新“基金云”平台。政府投资基金等各类基

金需要投资，但无法及时精准找到项目 ；而项目需要

融资，却又难以便捷对接各类基金。为了破解这一难

题，2021 年 11 月省财政牵头搭建线上“基金云”平台，

推动各级政府投资基金、各类私募基金、企业和创新

项目入驻平台，打造各类要素集聚的云空间。各方通

过平台发布需求信息，平台智能“撮合”，推动要素重

组，提高直接融资对接效率。截至 2021 年底，平台上

线 2 个月，已入驻基金及管理人 40 家、企业 957 家，对

接融资 9.06 亿元。

（三）实现部门数据共用共享。运用平台加强财政

金融政策集成发布，方便企业了解运用各项优惠政策

解决自身融资困难，通过平台快速便捷申办。依托平

台推送“科技小巨人”、创业孵化基地等各类企业“白

名单”，政策性优惠贷款等业务数据实时更新、分析比

对、智能查询，推进创业担保贷款与农业保险联动，探

索通过农业保险保单质押等形式为乡村创业主体提供

更便捷的融资服务。省财政直接依据平台数据测算贴

息等资金，通过线上方式直达企业，无需提交纸质材

料，实现信息数据多跑路、企业群众少跑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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