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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用力、更加给力

江苏出台财政金融协同20条

瞄准世界最先进医疗技术

人大代表张俊杰的“动心”故事还在继续

撬动更多金融资源，支
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通气会上，省财政厅副厅长张
国栋介绍，江苏实体经济比重大、基
础好、实力强，财政总量大，金融环
境好，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再
达万亿规模；全省社会融资规模增
量2.89万亿元，全国第一；全省新发
放企业贷款、普惠小微贷款加权平
均利率分别为 3.42%、3.68%，处于
历史低位。

近年来，江苏省财政积极发挥
“财政+金融”政策工具作用。在支
持普惠小微方面，建立了信贷风险

补偿机制，设立“小微贷”“苏科贷”
等10余个信贷产品，2024年引导合
作银行为全省5.3万家中小微企业
新发放优惠贷款2472.35亿元，平均
利率3.44%。全省设立80家政府性
融资担保机构，实现市县全覆盖，
2024 年业务余额 2564.92 亿元，同
比增长 24.6%，与国家融资担保基
金新增合作业务规模长期位居全国
第一。在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方
面，相继出台制造业贷款贴息、“城
新贷”、“交运贷”、科创企业首贷贴
息等一系列贴息政策。截至 2024
年底省级财政已预拨贴息资金近6
亿元，推动相关领域贷款规模明显
增长。

“但在实践中，我们也发现，有
些政策实施效果尚不及预期，需要
调整优化；有些领域还存在政策空
白，需要抓紧完善；财政和金融的协
同效应发挥得还不充分。一句话概
括，‘财政+金融’一揽子政策在持续
用力、更加给力方面还需要下更大
功夫。”张国栋表示，这次制定的《若
干措施》，就是要进一步加强财政金
融协同，引导撬动更多金融资源支
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加大科技创新支持力度
《若干措施》提出了提升科技创

新企业融资可得性、丰富科技创新
企业融资增信方式、完善科技创新
企业保险保障体系、拓宽科技创新
企业直接融资渠道等4条措施，从
融资、增信、保险和股权支持等角度
全方位支持科技创新，促进科技—
产业—金融深度融合，实现科创金
融支持的全链条覆盖。

张国栋举例说，省财政对科技
创新企业首贷给予年化1%、最长两
年的贴息。这个政策对鼓励金融机
构向初创期、成长期科技企业提供
信贷支持的作用明显，自去年 3月
份出台以来，省财政已拨付贴息资

金3198万元，引导银行向525家科
技创新企业发放了21.52亿元首贷，
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下一步，将研
究扩大政策支持范围，惠及更多科
创企业。

另外，还将鼓励企业发行银行
间市场科技创新债券产品、科技创
新公司债券，省财政给予贴息支
持。2024年，江苏省发行的科技创
新公司债券 130多亿元，占全国比
重不到3%，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这
项新举措，通过贴息方式降低企业
的发债成本，引导省内企业更多发
行科技创新债券。

另一项新举措是引导金融支持
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江
苏）建设，将中心内人才及人才企业
纳入“人才贷”等政策支持范围。“人
才贷”可为中心内人才及人才企业提
供最高3000万元的低门槛、低成本
贷款，支持高校科技成果加速集聚并
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若干措施》同样提出了发展产

业链供应链金融、加强对企业的信
用支持和风险保障、支持企业设备
更新和技术改造、发展多层次股权融
资体系等4条措施，进一步完善现代
化产业保障体系，支持供应链产业链
稳定循环和优化升级，形成金融支
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闭环。

2024年3月，江苏出台政策，对
制造业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设备购
置相关贷款，省和市县财政部门合
计给予2个百分点的贴息支持。据
统计，截至去年年底，已经引导合作
银行向668个项目发放贷款427.37
亿元，省和市县拨付了2.13亿元贴息
资金。今年这项政策仍将延续，但相
比去年，从扩大贴息企业及业务范
围、持续推动政策免申速兑、加强信
息系统支撑赋能等三个方面进行了
优化完善，2025年将国家和省级专

精特新企业的设备更新贷款都纳入
贴息范围（不局限于制造业）。

同样进行了优化完善并将继续
实施的，还有对“设备担”业务给予
担保费80%的补贴，引导担保机构
支持中小微企业设备更新。目前支
持对象范围扩展到省内所有中小微
企业。截至目前，已帮助 291家中
小企业获得了15.07亿元的设备更
新贷款。

好的政策延续实施，新的福利
也紧跟上线。

《若干措施》支持规上工业企业
运用保理方式缓解应收账款资金占
用压力，省财政给予保理利息补
贴。支持企业运用保理方式，将应
收账款盘活为可质押融资的资产，
缓解资金压力。

同时，引导融资租赁行业加力
支持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省
财政对相关业务给予利息补贴。据
介绍，这项新举措是制造业贷款贴
息政策的拓展，对企业实施设备更
新的利息补贴范围从银行贷款扩展
到融资租赁，进一步支持企业设备
更新和技术改造。

大力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
在促进基础金融服务普及、中

小微民营经营主体融资方面，《若干
措施》提出了提升省普惠金融发展
风险补偿基金效能、做强政府性融
资担保体系、优化融资担保增信机
制、加强创业就业金融服务、助力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等5条措施。

其中，财政部门将继续对融资
担保机构开展的小微企业融资担保
业务，按照业务规模给予不超过1%
的奖补。省财政对政府性融资担保
机构给予不超过新增资本规模2%
的增资奖励。

同时，为推动加大农业农村基础
设施中长期信贷投放，对用于现代设
施农业生产经营所必需的基础设施

建设或相关固定资产设备购置等贷
款，财政部门给予不超过2%的贴息。

服务绿色低碳转型
今年江苏还将继续实施绿色债

券贴息政策，按照绿色债券年度实
际支付利息的30%给予发行主体补
贴。这项政策已经实施多年，仅
2024年，省财政就对省内41家企业
发行的 51只绿色债券安排贴息资
金8643.28万元，对应债券融资金额
230.56亿元。

另外，加大政府绿色采购力度，
严格落实绿色采购各项要求，财政
部门将绿色采购政策执行情况纳入
监督评价和预算绩效管理范畴。持
续落实节能节水产品采购要求，稳
步扩大绿色建材采购试点工作。

同时加强绿色金融以及环境、
社会与治理（ESG）评价等指标的研
究应用，推动省属金融企业加强
ESG建设，逐步实现省属金融企业
ESG专项报告全覆盖。

多方协同统筹推进
为了进一步加强财政政策与金

融、产业等政策的协调联动，多方协
同统筹推进，《若干措施》提出了5条
措施，强化政策协调配合、优化金融
机构服务、壮大地方金融资本、夯实
金融基础设施、积极参与试点示范。

一方面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服
务实体经济效能评价”结果运用，对
排名靠前的机构实施激励。另一方
面推进省级金融投资集团运营，加快
财政出资向金融资本转化，强化投资
能力建设，撬动更多金融资源投向实
体经济。

总体来看，这20条措施力度更
“大”，内容更“新”，措施更“实”，兑
现也更“快”。60多个政策点中，四
成左右是增量。初步测算，全部政
策有效实施后，每年引导撬动金融
资源将超过6000亿元。

随着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胜利闭幕，全国人大代表们回到工
作岗位。宣讲全国两会精神、坐镇
专家门诊、完成高难度手术、召开科
研例会……从北京返苏后，全国人
大代表、南京市第一医院副院长张
俊杰的工作安排得满满当当。

张俊杰不仅是一名心血管病医
疗专家，也是一名转化医学领域的

科技工作者。他的工作除了治病救
人外，还从事转化医学研究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科技创
新，要着眼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
持教育、科技、人才一起抓，既多出
科技成果，又把科技成果转化为实
实在在的生产力。

张俊杰对此深有感触。从医27
年，张俊杰所在团队瞄准世界顶尖
水平潜心钻研，针对冠状动脉分叉
病变介入治疗的世界性难题，创新
提出技术方案，使手术成功率和疗
效实现质的飞跃，让我国在该领域
实现从“追赶者”到“引领者”的历史

性跨越。
3月 12日下午，张俊杰为一位

老人做的一台特殊手术就能印证这
一点。这名患者加入了由张俊杰牵
头的全球首个针对外科高危主动脉
瓣反流患者的经导管瓣膜置换随机
对照研究，采用中国原创介入技术，
通过心脏不停跳来更换“心门”，为
无法耐受开胸手术的高危瓣膜性心
脏病患者提供“中国方案”。

“这个研究其实启动已经接近4
年了，历程非常艰辛。”张俊杰透露，
这项研究所需要的样本数量为210
例，目前已有 199例入组患者。他

表示，患者的信任展现了医患间的
双向奔赴，也体现出了中国医疗体
系的“硬实力”。“预计今年上半年我
们可以完成所有患者的入选，到明
年可以完成一年的临床随访，届时
我们将向全球公布由中国原创的技
术。”张俊杰期待，中国原创技术能
写入国际指南，让更多患者重获“心
生”。

3月 12日下午，张俊杰在市第
一医院本部，第一时间向南京市卫
健系统宣讲全国两会精神。全场不
时响起阵阵掌声，近一个小时的宣
讲后大家仍意犹未尽。

当天晚上，他还召开了日常的
科研例会。在这场会议上，张俊杰
介绍了会议概况、习近平总书记参
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
江苏代表团主要活动等，大家听后
都很振奋，纷纷表示将积极推动医
工结合，让更多科研成果转化落地。

张俊杰表示，接下来将始终遵循
“以人为本、救死扶伤”的宗旨，坚守
在临床一线，始终瞄准世界最先进
的医疗技术；作为人大代表，用心用
情为民办实事，以实际行动践行担
当使命。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徐苏宁

3月5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
在参加他所在的十四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
调，经济大省要挑大梁，为全国发
展大局作贡献。舟大者任重，马
骏者远驰。近日，江苏印发《关于
加强财政金融协同支持实体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以下简
称《若干措施》），通过“财政+金
融”一揽子的政策，以真金白银，促
进金融活水更好浇灌实体经济。

《若干措施》包括五个部分
20 条措施，涉及 60 多个政策
点。对于企业来说具体有哪些
利好政策？经济大省如何抓好
四个着力点？3月14日，江苏省
财政厅等部门召开新闻通气会，
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细读这
份金融政策大礼包可以发现，今
年江苏不仅要加大科技创新支
持力度，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
设，还要大力支持中小微企业发
展，服务绿色低碳转型，多方协
同统筹推进。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王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