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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报（记者

王彤旭）

“面对错综复杂的发展形势，我国制造业顶住下行压力，保持了恢复增长的态势。

去年，我国制造业增长了9.8%，高于GDP

增速1.7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制造业增长了2.8%，高于GDP增速0.3个百分点。

”工信部规划司司长王伟在近

日举办的“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实体经济根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今年以来，我国金融总量稳定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强。上半年，制

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0.4%，增速比全部投资高4.3个百分点，拉动全部投资增长2.5

个百分点；制造业贷款增加3.3万亿元，同比多增1.6万亿元，其中高技术制造业贷

款同比增长28.9%。业内预测，今年下半年，制造业投资有望保持快速增长势头。

经济增长的低点已过，制造业将成为经济复苏的有力支撑。

政策力促信贷提速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高质量发展对于稳固坚实我国经济基础具有

重要意义，而金融支持是实现制造强国的重要基础。

近年来，金融管理部门不断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制造业的支持力度，制造业贷款、

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均实现了较快增长，力图帮助制造业企业解决中长期资金不足的

堵点。

继续力促信贷服务提速，今年2月，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印发了《关于促进工业经

济平稳增长的若干政策》，明确将推动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继续较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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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中国银保监会

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动金融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在保证信贷支持力度方面，再次提出加强对银行支持制造业发展的考核约束，推动

大型国有银行优化经济资本分配，向制造业企业倾斜。

充分发挥“头雁”效应，国有大型银行今年以来不断加大对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的投

放力度，贷款增速显著提升。以工商银行和中信银行

为例，截至今年5月末，工商银行制造业贷款余额2.68万亿元，较年初净增超5000

亿元。截至今年6月末，中信银行制造业贷款余额3788.81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

67.38亿元。其中，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1563.97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36.75

亿元。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制造业贷款增加3.3万亿元，同比多增1.6万亿元。制造业

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9.7%，比各项贷款增速高18.5个百分点。 金融支持力度

持续加大。上半年，我国制造业增长了2.8%，高于GDP增速0.3个百分点。值得注

意的是，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6%，增速高于制造业增加值6.8个百分点

，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服务倾斜“专精特新”

高技术制造业具有高创新性、高渗透性和高带动性，作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和构建

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一环，对工业经济的引领带动作用不言而喻。

为加速优化信贷结构，通知明确，银行机构要扩大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信用贷款规

模，重点支持高技术制造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先进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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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发展。围绕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等市场主

体，增加信用贷、首贷投放力度。

上半年，金融服务向高技术制造业倾斜的力度进一步扩大。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

术制造业贷款同比增长28.9%。

股权融资

方面，工信部创新开展“科技产业金融一体化”专项，通过对企业硬科技属性进行

评价等工作，引导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目前已完成超过100个项目的初审

。

为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的配适性，多家银行机构纷纷应召而来，开发符合制造业企

业发展阶段特点和需求的金融产品，为制造业企业提供差异化、综合化的金融服务

。

以江苏银行

为例，聚焦高端制造，突破传统授信视角定制特定行业打分卡，创新推出“卡脖子

专项贷”“专精特新贷”“高企贷”“投融贷”等系列产品，率先在江苏省推出“

智改数转贷”专属产品，已服务“智改数转”企业121户，授信金额83亿元。

实用金融商学执行院长罗攀在接受中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金融服务制造业，尤

其是高新技术制造企业，应立足于制造企业自身的特点，针对性开发金融产品。一

些高新科技企业的主要资产多集中在专利等无形资产上，没有太多固定资产，又缺

乏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

，还在研发投入方面比较大。基于此，金融机构就要改变过去以固定资产抵押为主

的信贷条件，转向能够针对无形资产的贷款，或是针对研发投入方面做好资金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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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金融机构应通过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实现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目标。

释放内需提振信心

随着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稳经济一揽子货币金融政策措施加快落

地生效，我国经济总体恢复有所加快。今年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回

升至50.2%，在连续3个月收缩后重返扩张区间。

PMI

作为先行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下阶段生产需求情况及宏观经济走势。值得注

意的是，这一数据在7月再次下降至临界点之下，制造业景气水平有所回落。

复苏为何趋缓？“主要是

受高温天气下的传统生产淡季、大宗商品

价格下跌

、市场需求释放不

足以及高耗能行业景气度走低等因素

影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叶青

在接受中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下半年，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会回升，并回归正

常，特别是在房地产市场趋于稳定之后。

叶青认为，上半年，我国经济克服超预期困难保持增长。7月PMI虽略低于预期，

但其反映出经济在波动中的上升趋势仍然没有改变。下半年，应在扩大有效需求上

有更加积极的作为。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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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福

盛德咨询

宏观经济研究员冯

默涵也对记者表示，下一步的工作重

点应放在扩大内需

方面，稳定收入预期、优化收入分配，提升有意愿但力不足人群的消费能力，提升

整体边际收入倾向，充分释放内需，从而进一步提振制造业的信心。

“在国际环境复杂加之疫情冲击的大背景下，我国丰富的产业种类和强大的产品供

应能力优势充分显现。制造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根基，其作用必然得到更进一步

的强化，各政府部门今年以来陆续出台的相关文件，对金融服务制造业发展做出了

更加明确的指示，这必将持续强化金融机构为实体经济服务。”罗攀表示。

链接：

制造业发展十年之变：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十年来，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从2012年的16.98万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31.4万亿元

，占全球比重从22.5%提高到近30%，持续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

十年来，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的步伐明显加快。我国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度从2

012年的0.85%增加到2021年的1.54%，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平均研发强度

达到10.3%，570多家工业企业入围全球研发投入2500强。规上工业企业新产品收

入占业务收入比重从2012年的11.9%提高到2021年的22.4%。“蛟龙”潜海、双

龙探极、C919试飞、“嫦娥”揽月、“北斗

”组网、“九章”问世，一大批重大标志性创新成果引领中国制造业不断攀上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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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

制造业的发展与金融力量的助澜密

不可分。正如邮储银行

研究员娄飞鹏所言，长远来看，加大金融对制造业的支持力度，有助于保持制造业

比重基本稳定，增强制造业竞争优势，对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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