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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推动企业复工复产，财政部和

税务总局发布 

 

普惠金融是湖北疫情防控与经济恢复期政策承接的重要抓手

徐 晟 张金林 朱新蓉 

核心观点：普惠金融关注小微企业、“三农”、低收入者等弱势群

体的金融资源可获得性。普惠金融能够调节金融供求失衡，提升金

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撑力度，通过优化金融结构缓解区域经济发展中

的不平衡，弥补财政、货币政策“大水漫灌”的效果的可持续性不

足。湖北省应争取差异化的中央财政支持方式，主要通过财政转移

支付缓释、化解和防范湖北区域性经济、金融风险，实现保稳定、

强根基、促发展战略目标，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正是政策承接并精准

落地的重要抓手，通过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方式实现中央政府救助性

政策短期效应，同时保证了救助后湖北经济市场可持续性发展，真

正实现“一花引来万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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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特殊时期，为确保

我国金融市场平稳有序运行，党和政府发挥积极作用，维护

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和货币市场平稳运行，中央财政进

行了一系列逆周期宏观调控措施。这些能缓解疫情突发事件

冲击带来的经济不确定，起到了稳预期的重要效果。 

在防控工作取得明显的阶段性成效后，一方面，要抓住

疫情防控不放松，另一方面，又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动

摇，始终把疫情防控成效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机结合，实现

治理能力建设和经济稳健发展双赢，调整经济结构可持续发

展，实现脱贫攻坚、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应该继续“使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疫情防控已进入决战期，疫情“防控”和生产“恢复”

两个时间窗口同时开启处于重疫区的湖北省为全国经济平

稳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同时承受冲击也是最为集中和强

烈的。疫情冲击下的经济恢复期，湖北省应更多关注如何对

冲、吸收和化解疫情引发和可能出现的各类风险。 

湖北受疫情冲击影响最大的群体恰恰就是中小微企业、

“三农”、低收入者等弱势群体，普惠金融政策能提升这些

群体商业可持续的能力。疫情对湖北省第三产业短期冲击更

为明显，餐饮、旅游、商贸和交通运输行业直接经济损失和

持续影响更大。目前正是春耕备耕的阶段，在打工前景不明

确的情况下，务工人员可以尝试留在家里种地。各地相关部

分针对务工都有一定的鼓励帮扶措施，一些地区为了缓解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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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外出务工的问题，会有扶持创业活动，如果自己懂技术又

对一些项目的市场有了解的话，可以通过普惠金融服务提供

创业服务和资金的支持，尝试针对湖北本地市场需求开展创

业活动。普惠金融服务本身具有生产性和造血功能，促进低

收入群体发展的良性循环、对贫困农户提供他们再就业的功

能。通过金融政策能实现全产业链的资源整合，防范化解中

小企业的经济金融风险的同时，也为防范其他风险奠定了

“强根基”的物质基础。普惠金融政策能在“危”中创造机

遇，为中小微企业乃至实体经济提供商业可持续的能力。 

《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 年）》的国家战

略中湖北省加强普惠金融发展模式探索和产品服务创新，打

通普惠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全面提升了覆盖率、获得

感和满意度。适度倾斜的信贷政策、强化征信保护机制、适

度减免贷款利息、调整疫区客户催收方案、无接触式服

务……，而金融机构传统的工作协同模式、营销方式、服务

渠道，甚至是管理与协同观念，都被改变或加速改变。这些

改变既是宏观经济形势下普惠金融发展大趋势的体现，也是

金融业竞争加剧、开放程度提高的直接结果。此次疫情冲击

也是湖北普惠金融领先发展的机遇，在积极加大申请中央政

府转移支持引导的同时，必将迎来市场自主快速应对，支持

金融机构主动去开发县域和农村市场，形成政府与市场难得

的良性互动局面。 

普惠金融关注小微企业、“三农”、低收入者等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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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融资源可获得性。普惠金融能够调节金融供求失衡，提

升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撑力度，通过优化金融结构缓解区域

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弥补财政、货币政策“大水漫灌”的

效果的可持续性不足。湖北省应争取差异化的中央财政支持

方式，主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缓释、化解和防范湖北区域性

经济、金融风险，实现保稳定、强根基、促发展战略目标，

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正是政策承接并精准落地的重要抓手，通

过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方式实现中央政府救助性政策短期效

应，同时保证了救助后湖北经济市场可持续性发展，真正实

现“一花引来万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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