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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日前公布的 4 月社融数据明显

低于市场预期，疫情反复起伏给融资需

求带来的负面影响明显，为应对经济面

临的冲击，一系列金融政策举措陆续出

台，包括降准降息、一系列结构性货币政

策工具以及针对受困市场主体的延期还本

付息措施等。

业内人士指出，从趋势看，宏观经济积

极因素在集聚，一揽子有针对性助企纾困、

稳投资稳消费政策持续发力，国内产业链

供应链逐步恢复畅通，实体经济呈现加快

回暖态势，信贷融资需求或将在 6 月份出

现明显改善。与此同时，全力以赴加大信

贷投放，成为了各家银行机构当前和全年

经营工作的重中之重，积极挖掘新项目、主

动对接新需求将成为各家银行接下来信贷

工作的着力点。

“普惠金融一直都是重点，今年以来，

行里也要求加大信贷投放力度，能贷尽

贷。”某国有大行广州分行的相关人士告诉

记者，政策出台后正赶上季度和半年考核

时点，未来 1 个月的时间预计将出现信贷

投放高峰。

有分析预计，从政策出台到落地见

效仍会有一定时滞，看到融资需求的明

显改善还需要一定的时间，5 月份新增贷

款规模预计呈回升态势，6 月信贷有望明

显反弹。

“接下来，宏观经济将迎来一个回暖、

反弹过程，其中信贷需求也会随之释放，这

种贷款同比多增势头有望在接下来的几个

月中得以延续，并将带动各项贷款余额增

速经历一个由降转升的过程，从而为下半

年经济较快增长夯实基础”，东方金诚首席

宏观分析师王青表示，在当前时间节点，银

行能否抓住时机，有效扩大信贷投放，抢占

市场份额，成为判断其业绩走势的一个重

要观察点。

加大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力度一

直是金融政策发力的重点。

数据显示，2022 年 4 月末，普惠

小微贷款余额20.7万亿元，同比增长

23.4%，连续 36 个月保持 20%以上的

增速，普惠小微授信户数5132万户，

同比增长41.5%。

信贷在总量增长的同时，此番多

地央行在信贷结构上也提出了要求，

辖区内银行要聚焦普惠小微、制造

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

和重点行业，“未来积极挖掘新项目、

主动对接新需求将是各家银行接下

来信贷工作的着力点”。

有股份制行人士告诉新快报记

者，尽管开年后小微信贷投放增长有

所放缓，但这一情况正在改变，近两月

来银行要求他们通过更多渠道找到客

户，也有银行客户经理表示近段时间

来他们都被要求主动对接企业询问需

求，以备进一步挖掘客户资源。

“不同银行业务的侧重点不同，

可能在贷款的结构上也就差异比较

大。目前政策要求银行加大信贷投

放并将信贷重点瞄准普惠小微领域，

这意味着多数银行信用贷款的规模

和占比将会进一步提高。”某国有大

行人士称。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末，

全国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20.77 万亿

元，同比增长24.6%，增速比上年末低

2.7 个百分点，其中信用贷款占比仅

18.9%。

“疫情以来，银行推出了一些纾困产

品和贷款政策，感觉贷款比之前更容易

了。”一位中小企业主告诉记者。但是他

也表示，当前银行的信用贷款还是很难、

极少，绝大部分要求抵质押贷，“基本上是

拿房子打个六七折，而且银行要求多，提

供材料等审批过程还是很繁琐”。

“现在银行也在加大信用贷款投放，但

是实践中，面对相对大笔的贷款，银行都是

要求有抵质押物作为支持的，当总贷款额

度超过了信用所能支持的贷款额度就需要

增加增信措施，而目前最具有说服力的增

信措施就是不动产抵押。”上述银行人士表

示。相比抵押类贷款，信用贷款的风险会

高一些，这也更考验银行的风控能力。

对此，王青认为，就商业银行而言，

目前小微贷款等重点领域已面临日益激

烈的竞争，后期需要根据自身资源禀赋

特点，在特定行业、地域实施差别化竞

争，深入挖掘有效贷款需求。同时，在当

前特殊时期，商业银行要增强对经济形

势及政策走向的前瞻性和敏感度，既要

及时跟上政策节奏，扩大信贷投放，又要

切实提高自身风控能力。

“当前正是需要金融系统迎难而上、

主动作为、靠前发力的时候。”招联金融首

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面对复杂严峻的形

势，金融机构应更好履行社会责任，在坚

持商业可持续和风险总体可控的原则下，

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更好满足实体经济特

别是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企业需求，

加大对市场主体尤其是小微企业、个体工

商户的让利和支持力度。

监管部门多次要求银行信贷“应贷

尽贷”，银行给企业放款的迫切心情则

显而易见，然而，新快报记者在走访中

了解到，由于担心风险问题，银行业内

出现了风险偏好上移的现象，行业竞

争更趋激烈，银行“掐尖”现象也越发

明显。

“我们最近向银行申请的贷款到账

了。”广东一家致力于蝴蝶兰生产销售的

小微企业主李明（化名）对新快报记者表

示。随着生产、经营成本的增加，该企业

的融资需求正在扩大。“四五月份正是蝴

蝶兰的开花周期，今年的上海疫情影响

到我们企业，四月亏损了将近 200 万

元。”李明无奈道。近年随着市场对蝴蝶

兰花卉的需求加大，企业打算扩大生产

规模，李明向银行申请了贷款，“放贷的

速度很快，资料交齐之后大概一个礼拜款

项就到账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我们的

资金需求。”

不过，李明坦言，由于抵押资产较少

等原因，预期的 500 万元贷款最终银行

只批了 100 万元，“虽然不及预期，但也

暂时缓解了企业的难题”，李明说，该企

业目前仍有扩大生产规模、投设备的需

求，“我们敢贷，我们也想贷，现在的银行

贷款额度对企业来说不够‘解渴’。”李明

表示，现在银行也在加大贷款投放，但企

业更希望一步到位，一笔业务就获得足

够的贷款。

这一边小微企业喊渴，另一边金融

机构虽然有资金，却难以找到风险相匹

配的放贷对象。对此，有国有大行人士

表示，当前市场主体信心不足，不愿增加

借贷压力，有融资需求的中小微企业，银

行又不敢放款，这里面既有风险考量，也

有信息不对称问题。“一方面，好客户基

本都被覆盖了，要再拓宽客户群比较

难。另一方面，银行资金充足，供大于

求，资信情况好的企业主能接到好几家

银行的电话，但是现在这些企业贷款意

愿确实有所减弱。”上述国有大行人士表

示，供求双方的错配，除了通过银行内部

推动解决，还需要外部配套设施的完善，

包括明确风险分担机制、银企两端信息

对接机制等。

从银行内部来看，推动中小微企业贷

款业务实现真正的普与惠，症结还在于

“风险”二字。有银行人士表示，现在银行

流动性比较宽裕，对符合条件的中小企

业，资金是“应有尽有”，但如何平衡投放

和风险，目前是一个难点。

“当前政策最需要解决的，也正是

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当中最核心的

问题，就是最终风险谁来承担。”在中央

财经大学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研究中

心主任顾炜宇看来，只有建立起风险分

担机制，切实减少银行风险成本，才能

够让其在支持中小微企业的过程中发

挥更大的作用。

深入挖掘
有效贷款需求，
再发力普惠小微

贷款比之前更容易，但绝大部分要求抵质押贷

“掐尖”现象明显，企业说贷款额度不够“解渴”

银行如何平衡投放和风险，目前是一个难点

行业现状

要求主动对接企业询问需求，重点瞄准普惠小微领域
当下资金供大于求，但放贷风险匹配难度加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