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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扩大定向降准政策覆盖面
小微企业新年迎来新支持

2019 年的第一个工作日袁中国人民银

行扩大了定向降准优惠政策的覆盖面遥 专

家认为袁此次央行对于优惠政策的微调袁进
一步鼓励金融机构增加小微企业信贷曰同
时袁有助于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遥

人民银行 2017 年 9 月 30 日决定对普

惠金融实施定向降准政策袁并于 2018 年 1
月正式落地遥 依据当时政策袁 对单户授信

500 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尧 个体工商

户和小微企业主经营性贷款袁 以及农户生

产经营尧创业担保尧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尧助
学等贷款增量或余额占全部贷款增量或余

额达到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袁 实施定向降

准政策遥
此次人民银行决定袁 自 2019 年起袁将

普惠金融定向降准小型和微型企业贷款考

核标准由野单户授信小于 500 万元冶调整为

野单户授信小于 1000 万元冶遥此举旨在引导

金融机构更好地满足小微企业的贷款需

求袁使更多的小微企业受益遥
中信证券首席固收分析师明明认为袁

本次扩大定向降准覆盖面袁 扩宽了可实施

定向降准的商业银行范围袁 可新增释放部

分法定存款准备金袁 进一步增强流动性遥
野更重要的是鼓励商业银行增加小微企业

信贷资源配置袁 扩大受益的小微企业范

围遥 冶
此前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袁 普惠金融

定向降准正式实施覆盖全部大中型商业银

行尧 约 90%的城商行和约 95%的非县域农

商行袁释放约 4500 亿元流动性遥
业内人士介绍袁2018 年不少银行的普

惠金融贷款余额或增量占比袁 未能达到央

行定向降准优惠的政策标准遥 此次调整考

核标准后袁将有更多中小型银行达标袁预计

可能释放流动性 7000 多亿元遥

不过袁市场也有疑问院年初就投放大量

流动性袁意味着货币政策有大的调整钥其实

不然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明确今年继续

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袁 并提出稳健的货币

政策要松紧适度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遥适

时预调微调袁稳定总需求遥
野本次仅是政策的微调袁货币政策依然

保持稳健袁 只是大量投放低成本流动性弥

补资金缺口遥 冶明明表示袁近期央行一方面

加强中长期流动性投放袁 另一方面搭配短

期跨节流动性投放袁 营造较平稳的资金利

率遥
年前最后一个交易日的短期利率仍明

显走高袁 当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

渊Shibor冤显示袁隔夜利率为 2.554%袁较前一

交易日上行 108.4 个基点遥
为稳定年末资金面袁2018 年最后两个

工作日袁 人民银行共开展 4800 亿元逆回

购袁净投放 4500 亿元流动性遥 2019 年刚开

年袁又连续两个工作日共开展了 1000 亿元

逆回购操作遥
3 日发布的 Shibor 利率显示袁 各期限

利率连续两天回落遥 其中袁 隔夜利率为

1.968%袁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行 33.2 个基点曰
7 天尧14 天和 1 个月 Shibor 利率分别较上

一个交易日下行 8.7 个尧12.9 个和 11.6 个

基点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解决好

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遥
专家表示袁 今年货币政策会针对民营和小

微企业融资进一步加强预调微调袁 后续可

能会推出更多政策工具袁 进一步提升企业

资金的可获得性袁降低资金成本遥

12 月 25 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发布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2018 年版）》（下称

“清单”或“新版清单”），标志着我国全面实

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清单主体共 151 个事项、581 条具体

管理措施，包括禁止准入类事项 4 项，许可

准入类事项 147 项。对禁止准入事项，市场

主体不得进入，行政机关不予审批、核准；

对许可准入事项，由市场主体提出申请，行

政机关依法依规作出是否予以准入的决

定；对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

域、业务等，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

入。这意味着我国实现了“非禁即入”。

发布
4项禁止准入袁金融尧互联网行业单独

列出
清单列出的 4 项禁止准入的事项，包

括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等明确设立且与

市场准入相关的禁止性规定；国家产业政

策明令淘汰和限制的产品、技术、工艺、设

备及行为；禁止违规开展金融相关经营活

动；禁止违规开展互联网相关经营活动。其

中，第二项指的是《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

录》中禁止投资的淘汰类项目以及禁止新

建的限制类项目。

“禁止违规开展金融相关经营活动”有

两条具体措施，一是非金融机构、不从事金

融活动的企业，在注册名称和经营范围中

不得使用“银行”“保险”“信托公司”等与金

融相关的字样；二是非金融机构、不从事金

融活动的企业，在注册名称和经营范围中

原则上不得使用“融资租赁”“商业保理”

“小额贷款”等与金融相关的字样。

“禁止违规开展互联网相关经营活动”

有 5 条具体措施，包括禁止个人在互联网

上发布危险物品信息；网络借贷信息中介

机构不得提供增信服务，不得直接或间接

归集资金，不得非法集资，不得损害国家利

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

品中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不得进行网络交

易；药品生产、经营企业不得违反规定采用

邮寄、互联网交易等方式直接向公众销售

处方药；非公有资本不得介入互联网新闻

信息采编业务。其中，重点指出了网络借贷

信息中介机构不得从事的 13 项活动，包括

为自身或变相为自身融资，直接或间接接

受、归集出借人的资金，发放贷款等。

147项许可准入类袁 增设地方性许可
措施

清单列出的许可准入类事项共 147

项，涉及国民经济行业 20 个分类中的 18

个行业 128 个事项，《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

目录》事项 10 项，《互联网市场准入禁止许

可目录》事项 6 项，信用惩戒等其他事项 3

项。从行业分类看，有 9 个行业超过了 10

个事项，其中，制造业有 26 项，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12 项，批发和零售业 11 项，

金融业 11 项，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1 项。

金融业的 11 个事项，主要是对设立金

融机构、从事相关业务、重大事项变更等作

出限制，要求必须获得许可或资质条件，目

前各金融监管部门已有相关规定。例如，未

获得许可，不得设立银行、证券、保险、基金

等金融机构；未获得许可，不得设立金融机

构营业场所、交易所，不得大幅变更证券公

司、基金管理公司等机构的股权结构；未获

得许可，不得从事债券、融资券等相关业

务。

《清单》增设了“地方性许可措施”栏

目，把地方法规设立的准入类许可事项纳

入进来，解决了地方根据《行政许可法》设

立的地方性市场准入管理措施与全国清单
衔接的问题。例如，批发和零售业的许可准

入类事项“未获得许可或履行法定程序，不

得从事烟酒及相关产品的批发零售、经营

和进出口”，其后列出了上海的酒类专卖业

务许可。金融业的许可准入类事项中“未获

得许可，不得从事特定金融业务”，其后列

出了山东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互助

业务试点许可。

解读
新版清单比试点版缩减 54%事项
2016 年 3 月，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印

发《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下

称试点版清单），在天津、上海、福建、广东

四省市先行试点，后 2017 年试点范围扩大

到 15 个省市，包括浙江、湖北等地区。

试点版清单共 328 项，包括禁止准入

类 96 项，限制准入类 232 项。与试点版相

比，新版清单事项减少了 177 项，减少近

54%，具体管理措施减少了 288 条。

在禁止准入类事项方面，新版清单从

96 项减少为 4 项，主要是因为没有逐条列

出法定禁止事项以及产业目录禁止事项，

具体相关法律措施以附件形式列出。

新版清单单列出的金融及互联网两大

行业禁入事项，试点版只涉及到金融业，包

括 2 项事项：禁止商业银行从事信托投资

和证券经营等业务；禁止个人和未依《保险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设立的保险组织经营

保险业务。

新版清单中禁入的互联网相关活动，

有一部分出现在试点版的限制准入类事

项，包括互联网药品交易和非公有资本投

资新闻信息业务等。值得注意的是，试点版

只对非公有资本投资新闻传媒领域特定业

务提出股比要求，要求转制为企业的出版

社、报刊社等要坚持国有独资或国有绝对

控股；新版清单则规定非公有资本不得介

入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业务。

在试点版清单的限制准入类事项中，

金融业有 17 项，而新版清单缩减至 11 项，

删去了部分事项，另外将部分相关事项进

行合并。删除的事项包括：未获得许可，境

内市场主体不得在境外投资经营证券、期

货业务；未获得许可，境内机构不得从事外

债业务（境内机构外债、对外或有负债、外

债转贷款审批、登记及履约核准）。合并的

事项包括债券、人民币等相关业务。

部分事项在具体措施中进行了调整，

例如发行股票事项，试点版中只规定了公

开发行 A 股、B 股的核准，新版中增加了优

先股、存托凭证的核准；试点版中“境内企

业直接或间接到境外发行证券或者将其证

券在境外上市交易审批”在新版中被删除。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讲师申海平

表示，除了文件表述的调整之外，清单事项

减少更重要的原因还有放管服改革，减少

了行政审批事项。另外，我国对于市场准入

的理解进一步深化，本次清单是经过一系

列评估梳理后，确实必要、合法的事项才纳

入，这也使得限制性措施减少。

给予市场主体稳定预期袁利好民企
“负面清单制度也是为了平衡发展和

监管两方面的良性互动，通过清单给新型

业态的市场主体以清晰预期，没有纳入清

单的新业态可以开放进入，保证了市场的

开放和发展”。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

院助理教授、国家发改委“市场准入负面清

单修订”课题组成员任启明告诉新京报记

者，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我

国企业的营商环境、尤其是民营企业具有

重要意义。

首先，本次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

核心在于解决“证”的问题，可以给市场主

体以稳定的预期。禁止或者许可，过去存在

着部门监管重叠、地区之间不一致等各种

问题，负面清单可以清晰地告诉市场主体

哪些行业、领域、业务可以进入，以及进入

是否需要许可，除此之外均可平等进入。

负面清单制度也给各类市场主体以平

等机会，实现国企、民企、大企业和中小企

业的机会平等、规则统一。国家发改委体改

司司长徐善长也明确表示，市场准入负面

清单是适用于境内外各类市场主体的一致

性管理措施，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之外，不

得对民营企业设置不合理或歧视性的准入

条件，不得采取额外的准入管制措施。

下一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将着手建

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动态调整机制，引入

市场主体、行业协会、专家学者等共同参与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修订调整。任启明提

出，动态调整机制意味着民营企业将有更

多合法主张权利的机会。这一机制将会开

放给民营企业申请移除相应限制措施的申

请机会，接受申请后，将进行动态平衡。“可

以说给了民营企业更大的参与监管政策制

定的机会。”

申海平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是

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实施过程面临的问

题很多，各种配套制度和机制也要进行改

变，还涉及到相关法律法规的调整，各地方

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因此，挑战很大，需

要抓好落实。

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缩减 177 项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