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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如何支持民企发展
这场座谈会释放出强信号

今要闻

加快打造民营经济发展高地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金融系统怎么
干？日前，一场座谈会在中国人民银行召
开，围绕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改善民
营企业融资环境，金融管理部门和金融机
构倾听民营企业诉求、提出实招硬招，释
放出支持民企高质量发展的强烈信号。

座谈会上，依文集团董事长夏华谈
到了一个困扰产业链下游商户发展的问
题，引起参会者的关注。“我们搭建的平
台帮助绣娘的产品走出大山、走进都市
消费市场，但是在云贵川等地，很多身处
小村落的绣娘没有银行账户，买原料、卖
绣品往往得用现金交易，更缺乏融资渠
道，很不方便。”夏华说。很快，同在会场
的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廖林就给出了回
应：尽快解决云南、贵州、四川等地绣娘
的银行开户问题。

企业负责人畅谈融资现状、吐露期待
诉求，金融人士耐心回应、真诚解答，这样
的沟通交流在座谈会上多次出现，成为金
融系统发力改善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生
动写照。从中央层面的民营企业座谈会，
到金融部门第一时间落实决策部署，再到
聚焦金融支持召开座谈会，支持民营企业
发展的政策举措正逐步落实落细。当前，
我国民营经济已经形成相当的规模、占有
很重的分量，这也体现在金融领域。“工行
服务的公司客户中98%都是民企。”廖林
在座谈会上提供的数据，折射出民营企业
对于金融机构的重要性。

记者从座谈会上了解到的另一组数
据也印证了这点：目前，A股近三分之二
的上市公司是民营企业，科创板、创业板、
北交所约八成公司是民企，新三板约九成
是民企。“金融机构给予我们的授信额度
持续增长，提供的金融产品也不断丰富，
为汽车行业创新发展注入了金融活水。”
吉利控股集团首席执行官李东辉说。

尽管如此，民企融资仍面临一些堵
点痛点，这也体现在不少企业负责人在
会上提出的诉求中：伊利集团高级执行
总裁刘春喜介绍，奶业建设周期较长，一
些牧场和养殖户面临资金压力，亟待无
还本续贷、贷款展期等支持渡过难关。

圆通集团董事长喻渭蛟提出，随着
企业积极布局和拓展跨境物流业

务，迫切需要更高时效、更低
成本的跨境金融服务助

其“扬帆出海”。

商汤科技董事长徐立表示，AI技术
和产业发展对资金需求巨大，但科研成
本高、周期长、风险大等特点成为了不少
企业融资的阻碍，期待更精准的金融政
策打通堵点卡点。“在复杂的经济形势
下，机遇与挑战并存，民营企业高质量发
展迫切需要得到金融机构、监管部门大
力支持。”夏华说。

有期待，就有回应；有问题，就有答
案——会上，多个金融部门透露了下一
步的工作打算：中国人民银行表示，要实
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发挥好结构
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增加对民营和小
微企业信贷投放，推动融资成本保持在
低位。执行好金融支持民营经济25条
举措，健全民营中小企业增信制度。强
化债券市场制度建设和产品创新，进一
步出台举措支持民企发行科创债券。加
快出台规范供应链金融业务政策文件，
支持产业链上民企便利融资。

金融监管总局提出，持续强化监管引
领，继续下大力气引导督促金融机构一视
同仁对待各类所有制企业，将民营企业金
融服务做实、做深、做精，推动民营经济健
康稳定发展。证监会透露，将做好民营企
业股债融资支持，完善多层次市场体系，
加快培育耐心资本，吸引更多优秀民营企
业借助资本市场做强做优做大。

“支持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需要金
融部门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中国人民银
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当前，中国金融市场
和经济发展的匹配度不够，间接融资和直
接融资不平衡不协调；部分金融机构存在
避险情绪，“不敢贷”也“不愿贷”；一些基
层人员在客户准入上仍存在区别对待，没
有做到一视同仁……这些问题仍要下大
力气解决，需多部门加强协同配合。

会上，全国工商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各
级工商联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和助手作
用，深化调查研究，搭建对接平台，会同金
融管理部门、金融机构提升民营企业融资
可得性和便利性。民营企业要加强自主创
新，完善治理结构，重视信用管理，加强风
险管控，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一场座谈会难以解决所有问题，但
已充分释放信号。在日益畅通的金融活
水支持下，民营企业将不断发展壮大，为
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力量。

据新华社

城市居民每天出门第一件事是与
电梯打交道，超大城市的运行更是离
不开安全稳定的电梯系统。我市已经
将智能电梯产业纳入“33618”现代制
造业集群体系，重点发展智能电梯等
五大产业集群，攻关大载重、高速梯等
关键技术，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电
梯特色产业集群。

2 月 28 日，威斯特电梯在铜梁发
布2025年度智慧电梯安全解决方案，
推出天鉴系列电梯。该系列突破传
统，与建筑融合共生，配备 10 寸以上
高清液晶屏、手机 APP 预约、人脸识
别、全息投影呼梯等智能交互功能，实
现“人到梯至”和无接触乘梯。同时，
产品标配智慧物联网系统、升级防护
编码器、防水专利技术、能量回馈节能
技术、断绳自检技术及AEB监测防护
系统，提升电梯智能化与安全性。

威斯特电梯负责人介绍，AEB监
测防护系统可对电梯异常移动进行监
测并触发声光报警，有效防范安全风
险。该系统由企业研发团队联合重庆
大学、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等
机构，历时两年研发而成。近年来，威
斯特电梯通过校企、院企、政企
合作，推出多种创新电梯产品，
累计投入研发资金超 2000 万
元，培养了大量技术人才，获得
198 项专利，并荣获 2024 年市

级绿色工厂称号。
国家电梯质量检验检测中心（重

庆）表示，电梯作为城市垂直交通“主
动脉”，其安全性能至关重要。AEB监
测防护系统为行业提供创新解决方
案，推动电梯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协
同合作，重新定义安全边界，助力重庆
打造具有辨识度的电梯产业集群。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陈军

省心省力，可选
上门洗衣刷鞋；外出旅

行，有人上门喂宠铲便；
忙碌一天，在家即享上门

按摩；没有时间，足不出户
上门美甲……互联网的便
捷，让“上门经济”在重庆悄
然兴起。近年来，随着互联网
技术的发展，“上门经济”不断
涌现出新形态。从家政服务到
美容美体，从餐饮服务到医疗健
康，从喂养宠物到家电维修，各种
点对点“上门服务”项目如雨后春
笋般涌现。过去很多需要消费者
到店享受的服务被“搬”到家中，让

“服务到家”成为了许多人生活消费
的一种新选择。

家住重庆九龙坡的张凯因工作繁
忙，偶然通过小区广告了解到上门按
摩服务。他在微信小程序下单后，按摩
师按时上门服务，与到店体验无异，只

是价格稍高。同样，33岁的李婷婷因工
作常加班，通过社交平台预约上门美甲
美睫服务，节省了时间和外出不便，虽然
价格略高，但能接受。

据了解，从传统家政服务到新兴的
上门推拿、美甲、助浴、喂养宠物、拍照
等，以往需到店消费的服务纷纷开启“上
门模式”。记者注意到，上门服务可分为
两类：一类是传统家政服务，过去以高消
费群体为主；另一类是将门店服务“搬”
到家中的新兴服务。从消费者角度看，

“上门服务”节省了前往门店的时间和金
钱成本，极大便利了日常生活。从服务

者角度看，“上门经济”为更多人提供了
就业新思路和职业发展新契机。

重庆女孩桃子从事“上门喂宠”行
业近3年，她因自身养宠且看到市场需
求，加入该行业。桃子介绍，顾客多为
上班族或外地人，喂养师需在一小时
内完成消毒、清扫和喂养。随着业务
量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该行业，桃
子所在公司30多名专职人员中，不少
是从在校学生直接转行而来。重庆90
后男生邓小磊经营一家上门代厨公
司，团队提供上门做饭、代买食材及餐
前餐后清洁服务。在上门服务过程

中，邓小磊接触过很多
不同类型的客户。“我们
接待的顾客大多觉得代厨
的形式很新颖，再加上顾客自
己不愿做饭才下的单。”

为何“上门经济”越来越火？重
庆大学教授姚树洁认为，“上门经济”为
求职者开辟了多元化就业新赛道，创造
了广阔就业空间。他建议待就业年轻
人尝试上门服务，因其时间弹性可控、
自由度高，是走向社会的绝佳“跳板”。

“上门经济”的火热反映了消费升级的
大趋势。消费者注重隐私、青睐个性化
服务，需求碎片化、多元化，愿意为上门
服务消费的人数大幅增加。单一的到
店服务已无法满足消费者，上门服务成
为消费新选择。此外，互联网的飞速发
展为“上门经济”提供了交互平台，它打
通了消费者和服务者的信息沟通渠道，
将零散需求和服务聚集起来，促进双方
对接，减少信息不对称。如今，消费者
可在美团、同城服务类网站等传统电商
平台，微博、微信、小红书等社交媒体，
以及专门的上门服务软件上轻松找到
所需服务。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盈

喂宠、代厨、按摩……
“上门经济”你会买单吗

重庆造智慧电梯 助力超大城市垂直交通

上门的代厨团队为客户烹饪

智慧电梯

宠托师上门帮客户照顾宠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