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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潘晟

在近日举行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

会议上，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副部长廖岷作了关

于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专项报告审议意见

的研究处理情况和整改问责情况的报告。

报告从优化国有金融资本功能定位和战略布

局、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机制、推动金融国

资国企提质增效、 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水

平、强化国有金融资产风险防控等方面提出完善工

作的思路和措施。

● 优化布局，改变银行业机构“一枝独大”
据《国务院关于 2022 年度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

理情况的专项报告》披露的数据，截至 2022 年末，银

行业、证券业、保险业、担保业、主权财富基金、金融

控股公司和金融投资运营公司、其他企业国有金融

资本权益分别占 64.4%、3.5%、3%、3.2%、5%、9.5%、

11.4%。

针对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对

《国务院关于 2022 年度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

情况的专项报告 》审议意见 （下称 “审议意见 ”）提

出的银行业机构 “一枝独大 ”、政策性金融功能近

年来有所弱化等问题 ，报告称 ，财政部 、金融管理

部门推动进一步优化国有金融资本布局 ，合理调

整国有金融资本在金融各行业的比重 ，深化政策

性金融机构改革 ，加大政策性金融供给 ，推动国

有金融企业差异化发展 ，并提出了 “研究通过资

本补充 、利润转增等方式 ，按照 ‘有进有退 、合理

流动 ’的原则 ，适时合理调整国有金融资本在银

行 、保险 、证券等行业的比重 ”“明确政策性金融

应聚焦服务国家战略 ， 主要做商业性金融干不

了 、 干不好的业务 ”“实施政策性银行业务改革 ，

推动其聚焦主责主业 、严控商业性业务 ”等一系

列具体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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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企业的加油站变为同行者”

中美应“做伙伴，而不是当对手”

休刊启事

经本报编委会研究决定，因

五一假期，2024 年 5 月 6 日 （星

期一）报纸休刊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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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布重磅报告
事关国有金融资本

◎ 记者 白岩冰

作为去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五篇大

文章”之首———科技金融，在推进国际金融中心

与国际科创中心联动发展的上海，开拓出了接力

赛般的新图景：

是在科创企业不同的生命周期，金融资本不

断注入的接力。

是对科创企业不同的发展规模，多层次资本

市场的接力。

是为科创企业不同的资源需求，金融生态圈

盟友的接力。

甚至是对创投资本的接力———完善退出渠

道，畅通资本循环……

一句话，科技金融在上海，绝不是简单的“给

钱”，而是一场多方接力、将金融活水汇聚成海的

新实践。

“看不懂”怎么办

轻资产、研发周期长、专业化程度高、可抵质

押资产少，科创企业的这些特点是其难以获得贷

款的主因。

从传统的金融风控逻辑来看，“看不懂、没预

期、缺抵押”必然导致银行“不敢贷、不愿贷”。

因此，要解决科创企业的融资难题，首先要

解决 “看不懂”的问题。

一系列致力于看懂科创企业的评价体系已

浮出水面。

作为国家科技成果评价改革专项试点工作的

唯一银行机构， 建设银行设计了 “不看砖头看专

利”的“技术流”评价体系，提出了包含二十项成果

的专业解决方案，破解了科技企业“可评”“可贷”

“可投”难题；在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一个看懂科

学技术、看懂科技产业、看懂科技企业、看懂科技

人才、大数据智慧风控的“四个看懂+一个智慧”的

上海特色科创生态评价体系正在构建。

在浦发银行，自主研发推出“科创五力评价

模型”，从履约能力、偿债能力、科技创新力、融资

竞争力、团队研发力五方面，对科技企业精准立

体画像。 以数智化方式重塑风控模式，增强对科

技“未来成长”的识别能力。

打造专业化经营体系，是工商银行上海市分

行看懂科创企业的路径———分行层面，早在 2018
年，工行上海市分行就设立了总行级科创企业金

融服务中心；支行层面，在上海科技资源集聚的

地区，张江、漕河泾、自贸区新片区，确立了 3 家

科技金融中心，并通过“外部专家+内部评审”协

同机制，解决对一些硬核企业技术能力、市场前

景“看不懂”的难题。

看懂后“怎么贷”

如果说银行解决了“看不懂”科创企业的问题，就

解决了“贷不贷”的问题。 那么，下一步就是“怎么贷”。

“定制化”是上海金融机构实践“怎么贷”的关

键词。

建行上海市分行创新多元化增信方式，致力于

将知识产权、人才称号从一纸证书变成银行信用额

度；创新“科创贷”大中型科技企业纯信用融资产品，

实现科创评价结果运用于企业增信和扩额。

工行上海市分行一是推出了针对早期初创型

科创企业的“科普贷”系列产品，解决企业早期“股

权稀释” 等痛点问题； 二是针对科创企业研发需

求，推出覆盖 3 至 5 年周期的研发贷；三是推出国

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主动授信产品，有力地

支持了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资金急需。

此外，该行依托派驻审查机制，明显提高了科创贷

款审查的效率和专业性，这项机制实施以来，科创

中心具有最高单笔流贷 4 亿元以及项目贷款 6 亿

元的审批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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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袁源

4 月 24 日至 26 日，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

肯任内的第二次访华行程备受关注。 3 天时间，他

先后到访上海和北京，会见商界人士，并与中方高

级官员举行了会谈。

4 月 26 日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会见布林肯， 这是布林肯此行中最重要的

环节。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美建交 45 周年。 45 年

的中美关系历经风风雨雨， 给了我们不少重要启

示：两国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当对手；应该彼此成

就，而不是互相伤害；应该求同存异，而不是恶性

竞争 ；应该言必信 、行必果 ，而不是说一套 、做一

套。 我提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条大

原则， 既是过去经验的总结， 也是走向未来的指

引。

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

北京同布林肯举行会谈时也强调， 在当前变乱交

织的国际局势下，中美关系下步如何走，首先要回

答好一个根本问题， 那就是中美究竟是要做伙伴

还是做对手。

在美国中美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昆山杜克

大学原常务副校长丹尼斯·西蒙看来，当前国际形

势较为复杂， 布林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二次访

华，说明美国也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在这种情况

下，美国希望与中方保持对话，合作解决世界上一

些更为紧迫的课题。

达成五点共识

去年 11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

拜登在旧金山会晤，共同擘画了“旧金山愿景”。

布林肯此次访华， 正是中美落实两国元首旧

金山会晤共识，保持对话、管控分歧、推进合作、加

强国际事务协调的一部分。

在布林肯访华前夕，中美双方分别“吹风”，介

绍各自在此访期间的目标与诉求。

4 月 19 日， 据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在一场电

话简报会上介绍，布林肯此行有三个目标：在关键

议题上取得进展；就双边、区域和全球议题明确和

直接地表达关切；负责任地管控竞争，避免误判或

冲突。

4 月 22 日， 中国外交部美大司负责人在就布

林肯访华向媒体介绍情况时表示， 对布林肯此次

访问，中方主要聚焦于五大目标：树立正确认知、

加强对话、有效管控分歧、推进互利合作、共同承

担大国责任。

从双方披露的信息来看， 中美在布林肯此访

中聚焦的议题和诉求并不完全相同。

布林肯京沪三天行程，中美双方做了什么，说

了哪些，任何细微之处都受到密切关注。

4 月 25 日， 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会见布林肯

一行。 陈吉宁表示，上海将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

识， 继续为推动中美两国关系发展作出地方的积

极贡献。

4 月 26 日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会见布林肯时强调，中方愿意合作，但合作

应该是双向的。 我们不怕竞争，但竞争应该是共同

进步，而不是零和博弈。 中方坚持不结盟，美方也

不要搞“小圈子”。 双方都可以有自己的朋友和伙

伴，不要针对对方，不要反对对方，不要损害对方。

中方乐见一个自信开放、繁荣发展的美国，希望美

方也能积极正面看待中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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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之下，未来可期

编者按：
2023 年 10 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金融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高质量服务，要求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 从今天开始，《国际金融报》开设“做好‘五篇

大文章’”专栏，撷取金融业和社会各界共同探索做好“五篇大文章”的有益思考和行动案例，众人拾柴火焰高，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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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资产、研发周期长、专业化程度高、

可抵质押资产少，是科创企业难以获得贷

款的主因，而要解决这一难题，首先要破

解金融机构 “看不懂”“怎么贷”“多方接

力”以及“角色转换”的问题。

———详见第四版

探访“混合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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