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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重点领域发力
科技型企业“吸金”多

从年报数据看，过去一年，上市
银行持续加大信贷投放，着力服务实
体经济。2024年，工、农、中、建四
大国有银行新增贷款合计超 8 万亿
元。其中，工行和农行新增贷款均超2
万亿元。

从多家银行的年报数据看，国家
重大战略、重点领域依然是信贷投放
的重点，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养老产业等领域贷款增长较快。

年 报 显 示 ， 截 至 2024 年 末 ，
工行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余额超
过 3.1 万亿元，中行战略性新兴产
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6.31%，建行
投向制造业的贷款余额为 3.04 万亿
元，农行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
同比增长 20.2%。

与此同时，科技型企业获得越来
越多的资金青睐。截至2024年末，建
行科技相关产业贷款余额超 3.5 万亿
元，工行专精特新企业贷款余额较年
初增长超54%，光大银行科技型企业
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2.1%。

数据攀升的背后，是银行加快构
建与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
机制：工行在全国设立25家区域性科
技金融中心，农行的科技专业支行数
量已接近300家，中行设立中银科创

母基金……
尽管如此，不少科技型中小企业

仍面临融资难题。记者从多家银行的
业绩发布会上了解到，银行业将持续
深化“股贷债保”综合金融服务体
系，优化专属性产品，以满足各类创
新主体差异化的融资需求。

助力促消费扩内需
个人消费贷款增势良好

信贷是释放百姓消费活力的推动
力量。在提振消费背景下，银行业积
极挖潜汽车、家电等传统消费，发力
培育文旅、养老等新型消费场景，加
大个人消费贷款的投放力度。

年报显示，截至2024年末，交行
个人消费贷款较上年末增加 1568 亿
元，增幅90.44%；农行个人消费贷款
较 上 年 末 增 加 2943 亿 元 ， 增 长
28.3%；建行个人消费贷款余额同比增
长25.21%，信用卡贷款余额突破1万亿
元；招商银行消费贷款余额3961.61亿
元，较上年末增长31.38%。

与此同时，不少银行聚焦居民刚
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平稳投放个人
住房贷款。2024年末，建行个人住房
贷款客户突破1500万户，个人住房贷
款余额6.19万亿元；中信银行个人住房
贷款较上年末增加614.1亿元，增量居
于同业前列。

去年四季度以来，房地产政策

“组合拳”落地显效，房地产市场出现
积极变化，这也从金融领域得到印证。

建设银行副行长纪志宏介绍，去
年四季度建行个人住房贷款日均受理
量环比提升73%，同比提升35%。今
年以来，建行个人住房贷款的受理
量、投放量延续良好势头，一季度提
前还款较上季度继续下降。

随着提振消费政策陆续出台，消
费金融市场正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董青马认为，金融与财政贴息、减税
降费等政策共同发力，将引导金融机
构持续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为消费注
入源头活水。

招商银行在年报中明确，将深入
挖掘国家政策鼓励的升级型消费场景
及个人或家庭综合消费场景，稳健发
展消费信贷类业务。工行在业绩发布
会上透露，将积极对接首发经济、冰
雪经济、银发经济等经济新业态，持
续推动释放消费潜力、畅通经济循环。

深挖信贷增长点
为实体经济提供有力金融支持

在业绩发布会上，多家银行释放
了保持贷款投放稳定增长的信号，将
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稳固、有力、可
持续的资金支持。

工行表示，未来三年计划为民企
提供投融资不低于6万亿元，支持企
业坚守主业、做强实业。农行表示，
2025年将以服务实体经济为主线，预

计今年末民营企业贷款余额将超过7.5
万亿元，普惠贷款增速将继续高于全
行各项贷款的平均水平。

梳理多家银行释放的信息，围绕
支持实体经济，今年信贷投放的重点
领域逐渐明晰——

交行表示，2025年计划投放对公
信贷增量4800亿元，投向重大项目、
制造业、乡村振兴、战略性新兴产业
等符合政策导向的重点领域。

建行表示，2025年将进一步提升
“五篇大文章”及零售信贷占比，加强
对能源、工业、交通等重点领域的绿
色信贷支持，继续做好“两重”项目
和基建等领域的金融供给。

光大银行透露，今年在科技、绿
色、普惠、制造业、民营、涉农等领
域的信贷支持，将占对公信贷增量计
划的70%以上。

“今年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
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的
力度会进一步加大，这为银行业发展
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农业银行行
长王志恒说，2025年将把握好乡村振
兴、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绿色低碳转
型、提振消费等战略机遇，当好服务
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和维护金融稳定的
压舱石。

专家表示，银行紧跟宏观经济的
导向，深入挖掘有效信贷需求，不断
提升金融服务的精准性和适配性，将
持续为实体经济提供高效率、高质量
的资金支持。

来源：新华社

持续加大信贷投放 着力服务实体经济

上市银行资金流向折射经济发展活力

从“引活水”到“强保障”

政策引导下，金融行业积极响应扩
内需、促消费的号召，投入“真金白
银”提振消费，为推动经济发展添动
能。其中，汽车、家庭装修、大件家电
等大额消费场景成为发力新方向。后
续，更多增量政策也将出台，央行已明
确将研究创设新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
具，重点支持促进消费等领域。

消费市场升温背后离不开政策护
航。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近日印发 《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
案》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也发
布《关于发展消费金融助力提振消费
的通知》，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个
人消费贷款投放力度，合理设置消费
贷款额度、期限、利率。

多家金融机构已迅速落实。例
如，民生银行民易贷最高可借额度50
万元，工商银行“融e借”贷款期限
最长延至5年。

大宗消费是消费中规模最大、产
业带动能力最强的部分，是拉动消费
增长的主引擎，也是金融机构当前发
力的重点场景。

中行与汽车厂商、电商平台等开
展合作，提供多场景消费补贴优惠、
快捷支付大额满减等服务；浦发银行
打出“政府补贴+厂商优惠+浦发礼
遇”优惠购车“组合拳”，活动覆盖
37个地区、上千家汽车经销商门店；
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在提供个人购车
消费贷款的同时，还联合商家举办小
米汽车体验试驾活动，短短一周为小
米汽车获取营销线索百余单。

平安银行行长冀光恒表示，希望
借助提振消费的政策时机，在平安信
用卡、汽车金融以及个人信用贷等已
有的产品上调整额度、期限以及风险
容忍度。

消费金融机构也在依托自身优势
进行布局。3月22日，山西柳林海尔
专卖店启动智家分期专场活动，用户
在享受国补的基础上，还能零息购买
海尔家电，活动当天智家分期占比达
到 37%，客单价提升近 1 倍。据了
解，海尔消费金融推出的“智家分
期”服务，支持用户“0 首付、0 利
息、0手续费”，目前已有千家海尔专

卖店接入，平均成交客单价直接上升
到1万元，增长了2.7倍，商户的销售
额也得到约20%的增长。

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指出，大
宗消费是本轮促消费、扩内需的重点
领域。提高信贷额度上限能够迎合消
费者对于更高金额的商品或服务的需
求，例如在汽车、家装等价格较高的
领域，此举亦能间接促进整个产业链
需求增长，涵盖制造、销售、维护及
售后服务等多个环节。

值得注意的是，贷款利率方面，
多家银行将消费贷年化利率阶段性上
调至不低于 3%，持续已久的消费贷

“价格战”迎来拐点，市场回归理性。
“消费贷款利率不断下探，一方

面可能让消费者产生利率幻觉，不顾
个人实际情况盲目申请；另一方面，
消费贷款也可能被套用、挪用。”董希
淼表示，金融机构应摒弃规模情结和
速度情结，将贷款利率保持在合理水
平，增强商业可持续性。

构建更加有利于促消费的政策体
系，离不开各项宏观政策同向发力。

在财政补贴上，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
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规模从去年的1500
亿元扩大到3000亿元，继续加大对消
费者的直接补贴力度。

中国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负责人
车士义此前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
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会同金融监管
等部门，研究出台金融支持扩大消费
的专门文件，强化金融与财政政策、
产业政策的协同，引导金融机构从消
费供给和需求两端，积极满足各类主
体多样化的资金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央行已明确将研
究创设新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重
点支持促进消费等领域。“可考虑创设
消费信贷专项再贷款，对商业银行、
消费金融公司发放消费信贷，按照贷
款本金80%提供资金支持。此外，财
政政策应该对消费贷款予以贴息支
持。”董希淼表示，在提高消费信贷投
放能力上，还应拓宽商业银行、消费
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
多元化融资和资本补充渠道。

来源：新华社

加码大额场景 金融“添柴”激发消费活力

当下，全国处处涌动着春耕的热
潮。农民们抢农时、忙农事，金融助

“农”也正当时。
截至 2025 年 3 月末，中国农业

发展银行全行支持今年春耕备耕累
计 投 放 贷 款 1447.9 亿 元 。 其 中 ，
2024 至 2025 年 度 化 肥 储 备 贷 款
77.01 亿元；支持高标准农田、黑土
地保护等耕地提质增效项目的农地
类贷款 1046.9 亿元；农业科技和农
业生产资料贷款 323.99 亿元，以支
持种子、化肥等农资供应，助力农
机装备、智慧农业等现代农业科技
项目。

近年来，以小投入撬动大保障
的“保险+期货”模式，为不少农业

产业主体提供了有效的价格风险管
理工具。

2015年“保险+期货”试点首次
推出，目前已迈入第10个年头。10年
间，“保险+期货”将保险行业的承保
理赔功能和期货市场的风险管理功能
相结合，在保障农户收入、提高农户
生产积极性的同时，促进农业生产的
连续性和稳定性，有效推动农业产业
化、规模化、效益化。

从“引活水”到“强保障”，金
融机构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增强金融
服务能力，推动更多金融资源投向乡
村振兴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为农业
发展持续注入活力。

来源：新华社

上市银行2024年业绩报告近期陆续出炉。作为企业和居
民融资的主渠道，银行的资金流向引人关注。钱去哪儿了？
折射出我国经济发展哪些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