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就实施中央财政支持普
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奖补政策答记者问 

   

近日，财政部联合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印发通知，在总

结财政支持深化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城

市奖补政策（以下简称试点城市奖补政策）经验的基础上，

自 2022 年起实施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奖补政

策（以下简称示范区奖补政策）。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就此回

答了记者提问。 

  一、试点城市奖补政策惠企利民，各方高度关注，政策

实施三年来的效果如何？ 

  2019 年 7 月，我部会同相关部门启动财政支持深化民营

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工作。三年来，我们

会同有关方面加强指导，3批共 179 个试点城市积极探索实

践，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增量、扩面、降本、提质”取得

初步成效，较好实现了预期目标。各地涌现出了特色鲜明的

“温州一条龙样本”、“台州小微金融模式”、“泰州金改

经验”、“重庆江北‘店小二’实践”等典型做法。特别是

2020 年以来，很多试点城市围绕统筹支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

产，创新出台了大量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的政策措施，

在稳企业保就业、对冲经济下行压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用。事实证明，财政支持深化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综合



改革试点城市工作深受欢迎，起到了以点促面、协同发力、

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作为试点城市奖补政策的“2.0 版”，示范区奖补

政策主要作了哪些方面的升级优化？ 

  示范区奖补政策与试点城市奖补政策总体思路一脉相

承，都是中央财政通过奖补方式，调动地方发展普惠金融积

极性。但两者也有区别，示范区奖补政策在全面总结试点城

市奖补政策实施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各方面意见建议，

进行了进一步优化完善，可以说是试点城市奖补政策的“升

级版”和“加强版”。主要调整包括： 

  一是突出地方自主，鼓励因地制宜。试点城市奖补政策

是根据各省（含自治区、直辖市，下同）地级市数量给予每

省固定 1或 2个试点城市名额。示范区奖补政策调整为每省

可自主确定 1-3 个示范区，且可自主决定是否连续支持同一

地区，给予地方更大自主权。 

  二是突出分档奖励，强化正向激励。试点城市奖补政策

是定额奖补，东中西部试点城市每年分别奖励 3000、4000、

5000 万元。示范区奖补政策调整为根据绩效考核结果分三档

奖补，东部地区奖补档次为 3000 万元、4500 万元、6000 万

元，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奖补档次为 5000 万元、7500 万元、1

亿元。此外，每年根据绩效考核结果从 5个计划单列市中确



定 3个示范区，奖补资金 3000 万元。最高与最低档次奖补

资金相差 1倍，充分实现正向激励。 

  三是突出点面结合，发挥规模效应。试点城市奖补政策

单独考核试点城市成效。示范区奖补政策调整为考核“示范

区+全省”成效，示范区和全省成效考核各占比 50%，依据总

体得分确定奖补档次，强调点面结合，要求省级加强统筹，

推动全省普惠金融共同发展。 

  四是突出客观评价，确保科学公正。试点城市奖补政策

绩效考核包括 21 项指标，既有定性指标也有定量指标，既

有存量指标也有增量指标，评价体系相对复杂，且绩效目标

自主确定，考核结果缺乏横向可比性。示范区奖补政策将考

核指标精简为最具代表性的 5项，全是定量、增量指标，并

统一数据口径，实现横向可比，更能客观公正反映各地工作

成效。 

  五是突出部门协作，强调政策协同。试点城市奖补政策

由财政部门主导，相关部门参与。示范区奖补政策调整为三

部门联合开展，进一步明确部门职责分工，更加强调财政政

策、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协同配合，更加聚焦改善普惠金融

服务。 

  三、中央出台示范区奖补政策，地方比较关注“实操问

题”，比如具体如何申报？有什么条件要求？奖补资金能用

于哪些方面？ 



  前面已经介绍，示范区奖补政策突出地方自主，充分发

挥地方熟悉基层、整合资源的优势，各省申报示范区的数量

和名单由省级财政部门会同有关方面确定，报送财政部汇

总。财政部根据绩效考核情况确定各省份奖补档次，下达奖

补资金预算，并发布示范区名单。具体的示范区评选办法，

奖补资金分配、使用和管理办法，以及对示范区的激励约束

要求，由各省级财政部门牵头制定。 

  奖补资金为综合性补助，可由示范区统筹用于支持普惠

金融发展工作，包括支小支农贷款贴息、支小支农贷款风险

补偿，以及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涉农业务降费奖补、资本金

补充、风险补偿等方面。 

  四、在示范区奖补政策中，绩效考核的“指挥棒”作用

尤为重要，中央财政在绩效考核中将重点考核哪些指标？各

省的奖补档次如何确定？ 

  中央财政对各省的绩效考核包含示范区成效和全省成

效两部分，各占比 50%，均包含以下 5项指标：普惠型小微

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速、普惠型农户生产经营性贷款余额同

比增速、当年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同比降

幅、政府性融资担保业务余额同比增速、小微企业信用贷款

余额同比增速。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西藏自治区仅考核全

市（自治区）成效（占比 100%）。 



  中央财政按东部地区、中部和东北地区、西部地区对各

省各项指标得分进行逐项排名，根据排名情况确定每项指标

得分。确定 2-3 个示范区的省份，示范区成效各项指标以本

省示范区平均值进行排名。为体现鼓励先进和重点帮扶，若

示范区为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全国性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创

新示范地区以及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将予以适当加

分。中央财政将根据各省总体得分情况，分东部地区、中部

和东北地区、西部地区确定各省最终排名及对应奖补档次。 

  因此各省既要大力支持示范区普惠金融发展，加强政策

支持和业务指导，也要在全省范围综合施策，全面推进普惠

金融工作，“点面结合”才能保证在绩效考核中取得较好的

成绩。 

  五、部门协同是示范区奖补政策取得实效的重要因素，

此项政策中相关部门的职责分工和工作重点是什么？ 

  示范区奖补政策的实施，需要相关部门分工负责，协调

推进，形成合力。省级财政部门履行牵头主责，因地制宜统

筹制定示范区评选办法以及奖补资金分配、使用和管理办

法，建立对示范区的激励约束机制。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发挥

货币政策工具的引导作用，对示范区加大倾斜力度。银保监

部门会同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按职责分工提供普惠金融相

关数据，对数据真实性负责，并与财政部门、财政部当地监

管局建立常态化数据互通机制。相关部门定期不定期召开联



席会议，加强沟通与信息共享，加大宣传力度，扩大政策辐

射面和影响力。同时，财政部各地监管局要开展全流程监管，

确保资金管理规范、安全和高效，切实发挥惠企利民作用。

发现问题、典型经验等及时报告财政部。 

  财政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加强指导，总结经验，强化宣传，

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切实发挥奖补政策引导作用，推动普惠

金融工作取得新成效。 

 

 

2021 年 11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