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 1 至 10 月， 中央企业收入效

益稳步增长， 实现营业收入 32.3 万亿

元、利润总额 2.2 万亿元、净利润 1.7 万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9.9%、4.7%、3.9%。

这是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党委日

前召开的扩大会议上了解到的信息。

会议信息显示，在运行质量稳中有

升的同时，国资央企引领带动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协同发展， 通过减免房租、降

资费等向社会让利约 200 亿元，为稳定

宏观经济大盘提供了有力支撑。

会议提出，国资央企要把稳增长摆

在突出位置， 做实做细提质增效工作，

进一步做好能源保供工作，加大亏损企

业治理力度，圆满收官国企改革三年行

动，奋力完成全年经营目标，加快打造

原创技术策源地和现代产业链“链长”，

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加快建设世界一

流企业，充分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

用。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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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鑫 通讯员 马慧

2022 年前三季度， 人民银行呼和

浩特中心支行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工具

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提高信贷总量

增长的稳定性， 持续优化信贷结构，不

断降低综合融资成本，着力提升金融服

务水平，引导全区金融机构把服务实体

经济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支持自治区

经济稳定增长。

信贷供给总体充裕

9 月末， 全区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

贷款余额 26687.8 亿元， 同比增长

7.3%，比上半年末和去年同期分别提高

0.2 个和 3.3 个百分点; 前三季度各项

贷款新增 1722.8 亿元， 同比多增 98.8

亿元。 企业贷款余额 18244.6 亿元，同

比增长 7.1%，比上年同期高 5.6 个百分

点; 前三季度企业贷款新增 1094.4 亿

元，同比多增 303.8 亿元，其中企业中

长期贷款新增额占比近七成。

各项存款增长较快

9 月末， 全区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

存款余额 31390.9 亿元， 同比增长

16.1%， 比上半年末和去年同期分别提

高 1.0 个和 10.4 个百分点;前三季度各

项存款新增 3856.8 亿元， 同比多增

1799 亿元。 分部门看， 住户存款余额

19195.9 亿元，同比增长 15.8%，比上年

同期高 3.5 个百分点; 前三季度住户存

款新增 2050.5 亿元，同比多增 771.6 亿

元。 企业存款余额 6664.3 亿元，同比增

长 23.9%， 比上年同期高 20.9 个百分

点;前三季度企业存款新增 927.5 亿元，

同比多增 638.4 亿元。 广义政府存款余

额 5057.9 亿元，同比增长 11.1%，比上

年同期高 13.5 个百分点;前三季度广义

政府存款新增 921 亿元， 同比多增

475.9 亿元。

金融支持重点突出

出台《内蒙古自治区重点产业链

“1+N”金融服务工作方案》，构建供应

链金融“1+N”服务机制，“贷”动制造业

中长期贷款快速增长。9 月末，全区重点

产业链核心企业贷款余额 910.9 亿元，

上下游企业贷款余额 589.4 亿元; 全区

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 1520.3 亿元，

同比增长 30.1%，比上年同期高 25.8 个

百分点。 开展金融服务乡村振兴“一县

一业 一村一品”专项行动。前三季度，全

区特色农牧产业贷款新增 144.8 亿元，

其中特色农畜产品贷款新增 18.3 亿元。

9 月末， 全区涉农贷款余额 9412.4 亿

元， 比年初新增 617.9 亿元， 同比多增

103.9 亿元。 开展金融“贷”动绿色发展

专项行动。 前三季度，全区清洁能源领

域的 117 家企业获得碳减排支持工具

112.4 亿元， 带动减少碳排量 652.9 万

吨;25 家煤炭煤电企业获得 129.7 亿元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支持。 9

月末，全区绿色贷款余额 3302.5 亿元，

同比增长 31.8%，比上年同期高 13.4 个

百分点。

着力服务市场主体

实施好普惠小微企业贷款支持工

具，开展金融支持稳增长和稳企纾困专

项行动，引导金融机构聚焦受疫情影响

的普惠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持续加大

金融帮扶力度。 前三季度，全区金融机

构累计为 3.5 万个信息主体调整还款安

排或征信记录，为 1.3 万家(次)受困企业

336 亿元到期贷款办理延期还本付息;

全区人民银行为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

银行发放普惠小微企业贷款支持工具

8287.4 万元，撬动地方法人银行向普惠

小微企业发放贷款 48.7 亿元。 9 月末，

全区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2346.3 亿

元，同比增长 8.8%，比上年同期高 2.5

个百分点。 积极推动阶段性货币政策工

具落地。 前三季度，运用科技创新再贷

款支持 133 家科技企业获得贷款融资

87.3 亿元，运用交通物流专项再贷款为

28 家企业及个人提供贷款融资 3539.2

万元。 克服疫情影响全力推进设备更新

改造再贷款政策落地，全区金融机构已

授信设备更新改造项目 24 个， 授信金

额 13.8 亿元; 已签订贷款合同项目 5

个，贷款金额 3.4 亿元。

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持续释放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

红利， 促进银行将 LPR 嵌入内部资金

转移定价之中， 将 LPR 下行效果充分

传导至贷款利率。 用好用足再贷款、再

贴现等央行低成本资金，累计投放再贷

款再贴现 402.9 亿元，激励和引导金融

机构贷款利率稳步下行。9 月份，全区银

行新发放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

4.52%，同比下降 0.96 个百分点;新发

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3.48%， 同比

下降 1.01 个百分点;新发放小微企业贷

款加权平均利率 4.65%，同比下降 0.79

个百分点，均为近年最低水平。

本报讯(记者 张鑫)11 月 14 日，记

者从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获悉，

今年五月以来，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

支行会同内蒙古自治区交通厅聚焦交

通物流行业“两企两个”群体，通过“建

立机制、广泛宣传、推送名单、定向服

务”，搭建政银企沟通平台，开展政策解

读，助力贷款需求精准匹配、帮助协调

解决问题，推动交通物流专项再贷款迅

速落地，为内蒙古地区交通物流市场主

体纾难解困。 经统计，5 月 1 日至 9 月

底， 全区共发放交通物流专项再贷款

3539.2 万元，惠及 28 户“两企两个”市

场主体。 在交通物流专项再贷款政策的

引导撬动下，9 月末， 全区交通运输、仓

储和邮政业贷款余额 3536.1 亿元，较年

初增加 104.1 亿元，有效解决“两企两

个”群体的融资需求，对于缓解困难、稳

定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

建机制，搭平台。 人民银行呼和浩

特中心支行第一时间联合自治区交通

厅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先后召开部署推

动会、政策解读会，协调解决问题，强化

传导落实，联合开展“两企两个”市场主

体线上融资需求摸底调查，确保惠企政

策的精准直达。 同时召开金融机构政策

推进会， 向相关金融机构解读政策要

点，明确政策导向，督促金融机构进一

步挖掘“两企两个”市场主体信贷需求，

积极开展对接， 满足相关主体融资需

求。

广宣传，浓氛围。 联合自治区交通

厅发布《致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和中小

微物流配送(含快递)企业的公开信》，制

作《一图读懂交通物流专项再贷款》宣

传图片，宣导政策背景、支持领域和相

关要求，通过官方微信平台、新闻媒体

等渠道，广泛开展政策宣传解读，帮助

企业及时知晓政策， 及早享受红利，确

保这项惠企政策“应知尽知”、“应享尽

享”。

推名单，促对接。 会同自治区交通

厅及时梳理并创设五批共 346 户“两企

两个”市场主体白名单，组织金融机构

逐户开展对接;建立月度、季度监督监

测制度，持续跟进对接进度，引导金融

机构积极开辟绿色通道，加大信贷投放

助力交通物流行业纾困解难。

截至 11 月 10 日，全区金融机构已

向名单内“两企两个”市场主体发放贷

款 7068.9 万元。

银保监会日前通报近期人身保险产品监管中发现的典型

问题，主要集中在产品设计、产品条款表述、产品费率厘定及

精算假设等方面，泰康人寿、长城人寿、幸福人寿等多家保险

公司被通报。

通报显示， 在产品设

计方面， 部分产品保险责

任范围不合理。 如，国华人

寿某意外伤害保险， 保险

责任包含急性病身故保险

金， 与意外伤害保险定义

不符。 部分产品设计异化。

如，瑞华健康某护理保险，

保额增额比例高于定价利

率，未明确减保规则，存在

销售误导和长险短做风

险。

在产品条款表述方

面， 部分产品条款表述不

合规。 如，幸福人寿 2 款产

品， 条款中关于犹豫期内

解除合同的费用扣除相关

表述不合规。 部分产品条

款表述不严谨。 如，长城人

寿某两全保险， 条款中满

期保险金有类似利息表

述，存在销售误导风险。

在产品费率厘定及精

算假设方面， 部分产品定

价不合理。 如，合众人寿、

中国人寿、农银人寿、民生

人寿、 和谐健康、 长城人

寿、 渤海人寿等公司的有

关产品， 利润测试的投资

收益假设严重偏离公司投

资能力和市场利率趋势，

存在定价不足风险。 部分

产品费率厘定或精算假设

不合规。 如，泰康人寿 9 款

产品， 精算报告中法定责

任准备金评估未明确所选

用的生命表。

银保监会人身险部有

关负责人表示，近期，部分

人身保险公司结合市场形

势制定并提前布局 2023

年业务发展计划。 为规范

人身保险市场秩序， 防止

行业出现无序竞争， 人身

险部将加大监管力度，对

于少数公司的销售误导、

实际费用与精算假设严重

偏差等违法违规行为，一

经发现，将依法对公司采取监管措施或行政处罚，并严肃追究

有关人员责任。

据新华社

前三季度自治区金融运行情况出炉

落地落实 内蒙古共发放交通物流专项再贷款 3539.2 万元

银保监会通报近期人身保险产品问题

支持经济稳定增长

面对内蒙古当前的疫情形势，中国

银行内蒙古分行深入贯彻落实国家、自

治区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政策要

求，完善疫情防控金融服务，进一步加

大对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支持力度，积

极为受疫情影响的客户办理延期还本

付息，助力小微企业纾困解难。

为持续扩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的

知晓度和覆盖面，中行内蒙古分行通过

电话、短信、微信公众号等线上线下多

种渠道积极开展金融纾困政策宣传、纾

困金融产品推介，确保客户对延期还本

付息政策“应知尽知”“应享尽享”。

为提高延期服务的精准性，中行内

蒙古分行提前部署， 结合到期贷款清

单， 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受困企业摸排，

逐一对接、逐一跟踪、逐一落实，主动对

接企业延期需求，做到应延尽延。 根据

企业实际情况， 灵活采取延期还本付

息、无还本续贷、展期、调整还款计划等

方式对贷款进行延期， 决不盲目抽贷、

压贷、断贷，在疫情特殊时期积极践行

大行担当，不断为受疫情影响出现暂时

资金困难的小微企业注入金融“活血”。

“真没想到中国银行

的服务可以这么便捷，申

请当天就完成了审批和

延期，没有影响到我们企

业的征信。 ”呼和浩特市

某医药连锁企业负责人

满意地说。 受疫情影响，

该企业员工全部居家，无

法进行还款操作，了解到

情况后，中行内蒙古分行

主动与企业对接，快速为

客户办理了延期还本付

息，金额 1000 万元，解决

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

中行内蒙古分行迅速响

应、积极行动，在抓实疫

情防控工作、保障金融服

务畅通的同时，聚焦普惠

金融服务中的痛点难点，

不断完善服务机制，开通

贷款延期绿色审批通道，

快速审批、简化手续。 考

虑到疫情封控、客户无法现场提供办理

资料等情况，按照“特事特办、急事急

办”原则，启动容缺办理机制，通过远程

视频等措施帮助受疫情影响的客户先

行办理延期，确保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不

断档，市场主体业务办理有保障。 10 月

至今，已为全区 1470 家小微企业、小微

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提供延期还本付

息服务，金额达 6.51 亿元，切实发挥了

金融助力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帮助大

量受困市场主体抵御疫情冲击。

未来，中国银行内蒙古分行将坚持

秉承“服务小微、践行普惠”的初心使

命，继续为小微企业纾困解难，与全区

小微企业共克时艰，以实际行动诠释中

行战“疫”的速度与温暖，为保市场主

体、稳经济大盘工作贡献金融力量。

郭静 王玮

国庆前夕，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发生

新冠肺炎疫情，内蒙古其他地区也呈散

发、多发态势，疫情防控形势异常严峻。

疫情期间，小微企业是受疫情影响最大

的群体，复工延迟、工资支出、租金利

息、现金流等因素，让许多小微企业陷

入困境。 建行内蒙古分行认真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与当地众多小微企业

共克时艰、共渡难关，用实干诠释初心、

以新金融行动践行使命， 疫情之下，为

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建行力量。

勇担责任，全力为小微企业保驾护航

建行内蒙古分行在落实自治区以

及总分行党委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各

项部署的同时，迅速启动普惠金融服务

应急响应预案，坚定信念，确保疫情期

间建行普惠金融服务“不打烊”，普惠金

融业务“不停摆”，与全区小微企业共克

时艰。

建行内蒙古分行有力统筹，行领导

多次召开线上普惠金融业务推进会议，

号召条线人员凝心聚力，抗疫情，保运

转，切实服务实体经济。 区分行普惠金

融业务部领导多次组织召开部务会，就

疫情期间非接触性普惠服务推动作出

部署。 及时安排人员 24 小时值守单位，

全体成员迅速梳理紧急事务和保证业

务运行的岗位角色流程，在业务群里及

时答疑解难，确保做好后台保障工作。

多措并举，积极开展线上普惠金融服务

线上沙龙普惠金融产品宣介、信贷

产品要素 H5 朋友圈裂变、 云会议银企

对接、远程“惠懂你”APP 指导申贷、录

屏自助式延期续贷、客户群提额授信答

疑、电话扣息结清提醒，各式各样的建

行“暖流”殊途同归，“我们不知道城市

的暂停键会什么时候重启，但我们清楚

地是，我们一定要做些什么，为它积蓄

光热”，一位建行客户经理说道。

指导辖内各二级分支行结合实际

采取有力措施，确保普惠金融服务不断

档。 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呼和浩特分行

闻令而动，迅速部署，一周时间为客户

完成 396 笔延期续贷，为 121 户周转困

难的小微企业授信 2950 万元; 准格尔

分行同心抗疫，“蔬”送爱心，组织网点

及时对小微企业进行关怀和问候，并通

过建行生活平台为客户送去暖心蔬果

包，为客户传递建行温情;巴彦淖尔分

行参加当地工信局举办的“一起益企”

网络银企对接会，为小微企业解读建行

普惠金融优惠政策，有效扩大普惠信贷

产品的覆盖面……

应延尽延，助力小微企业渡过难关

建行内蒙古分行加大对小微企业

等市场主体纾困力度，按照市场化原则

提供贷款本金延期、续贷等服务。

截至 2022�年 10�月末， 累计为

1.13�万户普惠型小微企业办理贷款本

金延期，延期金额 50.93�亿元。 为符合

续贷条件的客户办理无还本续贷业务，

累计办理续贷 1.19�万笔、 续贷金额

30.04�亿元， 切实发挥了金融活水精准

滴灌的作用。

应投尽投，全力为小微企业“造血输氧”

建行内蒙古分行普惠金融条线全

面梳理小微企业名单，逐户对接、及时

掌握小微企业生产、 经营及销售情况，

精准滴灌，为同心抗疫贡献金融力量。

截至 2022 年 10 月末，建行内蒙古

分行普惠贷款余额 161.61 亿元， 较年

初增加 49.03 亿元; 普惠客户 5.36 万

户，较年初增加 1.91 万户。 在疫情恶化

的 10 月份，新增 0.81 亿元，保持正增

长。

下一步，建行内蒙古分行将持续加

大对小微企业资金支持力度， 主动对

接、靠前服务，全力帮助小微企业纾困

解难，与广大小微企业同心抗疫，共克

时艰。

刘佳欢 郝瑞雪

11 月 11 日，在疫情形势严峻、全城

静默的情况下， 建行赤峰分行统筹安

排，与上级行联动，分行国际业务经营

中心和支行默契配合，齐心协力，完成

合计金额 1354 万美元的便利化跨境汇

款业务。

分行营业部成功为辖内某重点客

户办理跨境汇款 1154 万美元， 是该客

户获批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资格

后在建行落地的首笔业务;宁澜路支行

为某重点客户完成 200 万美元的跨境

便利化汇款。

自 9 月 19 日建行赤峰分行获批贸

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资格以来 ，已

为辖内两家便利化企业成功办理跨

境汇款累计 1659 万美元， 获得了外

管局赤峰中心支局以及自治区外管局

的肯定。

下一步，建行赤峰分行将继续精准

筛选更多符合条件的试点企业，助企纾

困， 让便利化政策惠及更多的企业，助

力赤峰地区进出口企业和建行外汇业

务高质量发展。

辛国英

贸易便利化 惠企又惠银

靠前服务 助企纾困

———建行内蒙古分行加强为小微企业“输血”赋能

敏捷反应 共渡难关

中国银行内蒙古分行

落实延期还本付息政策为小微企业纾困解难

线上线下多种渠道积极开展金融纾困政策宣传，

纾困金融产品推介

对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