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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快讯

1、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经济主题记者会上发布多项重

要信息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设立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国家发展改

革委主任郑栅洁透露，将设立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该基金预

计带动地方资金、社会资本近 1 万亿元，聚焦硬科技领域，坚持

长周期投资理念并提高容错率，通过市场化方式投向科技型企

业，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升级。

财政部明确积极财政政策方向。财政部部长蓝佛安表示，今

年赤字率按 4%左右安排，赤字规模达 5.66 万亿元，比去年增

加 1.6 万亿元，逆周期调节力度进一步加大。为应对内外部不确

定性，中央财政预留充足储备工具与政策空间。积极财政政策体

现在持续推动存量政策落地，同时谋划增量政策，围绕惠民生、

促消费、增后劲发力。此外，将加大财政与金融政策联动力度，

新增实施两项贷款贴息政策，一项针对重点领域个人消费贷款

贴息，减轻当期支出压力；另一项对餐饮住宿、健康、养老

等民生相关领域经营主体贷款分类贴息，降低融资成



本，增加优质服务供给。

央行透露货币政策关键信息。央行行长潘功胜指出，去年

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效果显著。今年将依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

势与金融市场情况，择机降准降息，目前存款准备金率仍有下行

空间。在政策传导方面，央行将完善利率调控机制，强化利率政

策执行与监督，规范不合理市场行为，推动银行补充资本金，畅

通利率传导。还将优化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政策，扩大再

贷款规模，从目前 5000 亿元扩大至 8000 亿元至 1 万亿元，助

力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

证监会推进资本市场改革与资金入市举措。证监会主席吴清

表示，将持续推动新“国九条”和“1+N”政策体系落地，加快

新一轮资本市场改革开放。着力打通社保、保险、理财等中长期

资金入市的卡点堵点，多渠道增强战略性力量储备。去年以来，

公募基金注册发行提速，权益类 ETF 规模突破 3 万亿元，公募

基金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规模从 2024 年初 5.1 万亿元增长至目前

6 万亿元，增幅 17.4%。同时，聚焦科技创新领域，健全专门针

对科技企业支持机制，用好“绿色通道”、未盈利企业上市等制

度，稳妥实施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精准支持优质科技企业发

行上市。

2、2025 年前两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情况公布

据海关统计，2025 年前两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

值 6.54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1.2%。考虑到今年前两个月

比去年同期少 2 个工作日，剔除该不可比因素影响，进出口

实际增长 1.7%。其中，出口 3.88 万亿元，增长 3.4%；



进口 2.66 万亿元，下降 7.3%。这一数据反映出我国外贸面

临一定挑战，但出口仍展现出较强韧性。

要闻延伸：

（1）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

和对外关系答记者问

3 月 7 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记者会，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相关

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王毅表示，中美经贸关系是相互、对等

的，合作可实现互利共赢，施压则中方必将坚决反制。他强调中

国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

（2）美国决定给予部分汽车制造商关税豁免

当地时间 3 月 6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墨西哥、加拿

大两国加征的 25%关税措施将暂缓执行直至 4 月 2 日，这一决

定适用于“美加墨协定”涵盖的所有商品和服务。同时，美国决

定给予福特等三大汽车制造商为期一个月的关税豁免。关税政策

的不确定性令市场情绪趋于谨慎，美国三大股指 3 月 6 日全线下

挫，截至收盘，纳指已从近期高点下跌超 10%，正式进入回调

区间。

3、3 月份中国零售业景气指数公布

记者从中国商业联合会了解到，3 月份，中国零售业景气

指数为 50.2%，较上月微升，显示消费市场活力稳步提升。随

着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消费者信心逐步恢复，零售行



业有望迎来更积极的发展态势。

4、上交所举办人形机器人产业座谈会

近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未来产业沙龙”人形机器人产

业座谈会，20 余家产业链上市公司、拟上市企业与券商、创投

机构、银行等专业机构参会。各方围绕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现状、

面临挑战及资本市场支持等议题深入交流，助力推动该新兴产业

借助资本市场实现更好发展。



行业前沿

1、创新融资解难题 医养融合惠民生——来安金安担保助

力康养一体化项目破局发展

初心为民遇瓶颈，金融纾困显担当。作为县域重点民生工程，

来安县医养结合项目承载着破解养老难题的社会使命，但运营初

期却面临严峻挑战：医卫用地性质限制了传统抵押贷款路径，叠

加资金回笼周期长，企业一度陷入现金流困境。来安金安担保了

解到企业困境后，主动担当，深入调研项目价值，突破传统风控

逻辑，创新引入“社会效益+现金流”双轨评估模型，精准量化

项目对就业、医疗资源优化及民生福祉的贡献，为后续金融支持

奠定科学基础。

政银担联动提质效，创新产品破难题。针对项目痛点，来安

金安担保积极与政府部门、银行开展联动，为企业量身定制 400

万元“养老创业贷”担保方案，快速高效完成审批放款，创下普

惠金融支持民生项目的效率标杆。该方案通过政策性担保降低融

资门槛，有效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助力项目快速步入正轨。企业

方表示：“从申请到资金落地，全程高效顺畅，真正体现了金融

服务的温度与速度。”

小资金撬动大民生，多元服务增福祉。在担保贷款支持下，

滁州市安康医养服务有限公司运营的医养结合项目加速步入正

轨。目前，项目已开放养老床位 300 张，配备全自动生化仪、

CT 等先进医疗设备，并与县人民医院开通绿色转诊通道。同时，

通过健康讲座、书画课程、生态种植等特色服务，构建“医

养结合+文娱康乐”的全场景养老生态。目前，项目已



服务超 50 名老人，未来将逐步实现 800 张床位全覆盖，成

为县域养老服务体系的核心支撑。

金融活水润民生，社会效益双丰收。来安金安担保的创新

实践，不仅破解了医养项目的融资难题，更探索出“金融+民生”

深度融合的新路径。项目直接创造就业岗位 300 余个，年服务

老人近千名，同步缓解县域医疗资源紧张问题，实现经济效益与

社会效益的协同提升。未来来安金安担保将持续优化普惠金融产

品，让更多社会效益显著的民生项目轻装上阵。”（文章来源:

中国融资担保业协会 会员动态 2025 年 3 月 7 日文）

2、桂林小微担保公司：创新担保“组合拳” 撬动消费市场

新蓝海

2025 年“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到来之际，桂林市小微

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创新担保产品“组合拳”交出惠民答卷

——通过“低成本、广覆盖、高效率”的普惠担保模式撬动消费

市场活力，助力小微企业“破茧成蝶”，为民生消费注入强劲动

能。截至 2 月底，公司累计为超七千家小微企业和“三农”提供

担保支持超 125 亿元，充分发挥“四两拨千斤”的杠杆效应，

成为激活桂林市消费市场的“推进器”、托举民生福祉的“稳定

器”。

破茧成蝶：创新产品矩阵破解融资痛点

“从申请到放款只用 3 天，100 万元纯信用担保贷款让门

店扩建提前半年完成！”某餐饮企业负责人的感慨，道出桂林

市小微融资担保公司的普惠金融担保初心。面对消费领域

“短频快”的融资需求，该公司突破传统担保模式桎



梏，创新推出“乡村振兴保”、“酒店保”、“啤酒贷”、

“科创保”、“4:6 业务”等二十多款担保产品。

针对社区便利店、餐饮等高频消费场景的经营主体，桂林

小微担保公司推出“纯信用+见贷即保”服务，将审批时限压缩

至 72 小时；为农产品、能源化工等大宗消费的经营主体提供“单

户担保金额最高 2,000 万元，还款期限三年”的担保方案，让经

营主体享受“零保证金、低费率、还款期限长”的实惠。根据

2024 年数据显示，桂林小微担保公司单户 500 万元以下小微企

业和“三农”占担保总量的 81%，支农支小业务覆盖率突破 99%，

真正践行“小额度托举大民生”的使命。

民生“小落点”：消费产业链上的担保“大情怀”

从街头巷尾的“烟火气”到绿水青山的“诗与远方”，桂林

小微担保公司将民生消费的“毛细血管”纳入服务版图，打出三

记“民生牌”：

（一） 文旅消费“强心剂”——“酒店保”

“酒店保”产品破解旅游产业融资痛点，以纯信用担保支持

民宿升级。阳朔某网红民宿凭借 1,200 万元担保贷款完成二期改

造，年营收突破 2,400 万元。目前，桂林小微担保公司已为 238

家旅游业企业担保 10.76 亿元，助力“山水经济”提质增效。

（二） 舌尖经济“护航者”——“啤酒贷”

创新“订单融资+信用担保”模式，将啤酒购销合同单转

化为融资凭证。广西贺州钟山县 A 啤酒公司下游经销商廖总通

过获得的担保贷款 200 万元，扩大了营业规模，实现营业收入

超 3,000 万元，同比增长了 61.38%，市场竞争力明显增

强。



（三）县域消费“新基建”——“保费担”

纯信用“保费担”产品，通过与工商银行及各大优质财产

险公司合作，提升物流企业的融资信用，为借款主体购买车辆

商业保险提供合理融资服务，缓解物流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

资慢的难题。目前，公司已支持 88 家物流企业，担保金额达到

3.21 亿元。

产业“放大器”：从田间到车间的担保“推进器”

在产业升级的赛道上，公司以“担保+”模式培育消费新的

增长极：

（一） 科创赋能“加速度”——“科创保”

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注入金融动能。某橡胶制品公司通过

1,450 万元担保,迅速扩大生产规模，营业收入突破 10 亿元，净

利润超 3,000 万元，产品出口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荣获广西“专

精专新”企业称号。

（二） 现代农业“智慧跃升”——“乡村振兴保”

破解农业企业设备升级难题。某柑橘种植公司获得 250 万

元担保贷款建成智慧果园，创立了特色品牌“双燕姐”，带动 8

个合作社建成 2,000 亩标准化基地，遍布桂林、南宁、百色、云

南等。

（三）绿色担保“新引擎”——“富农保”

创新“绿色金融”担保机制。某生态渔业公司通过获得 200

万元担保，快速建成新鱼塘，购置新设备，形成“产供销”一

体化产业链，营业收入突破 2,000 万元。

从一碗米粉的原料采购到智能工厂的设备轰



鸣，从民宿客栈的诗意山景到农田车间的绿色繁荣，桂林小

微担保公司正以“组合拳”打开消费振兴新格局，用”大情怀”

书写普惠金融新篇章。当金融活水精准灌溉消费沃土，我们看

见的不仅是市场数据的攀升，更是万家灯火的温暖升腾。（文章

来源:中国融资担保业协会 会员动态 2025 年 3 月 10 日文）

3、山东投融资担保集团获批直连上海票交所

近日，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票据交易所、山东省财政厅和

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的指导与支持下，山东投融资担保集团

“鲁担惠企通”平台成功获批接入上海票据交易所供应链票据平

台，成为全国首家获直连资质的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这一突破

标志着山东投融资担保集团在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创新方面

迈出重要一步。

山东投融资担保集团作为经山东省政府批准设立的省级政

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以破解小微、“三农”经营主体融资难、融

资贵难题为使命，通过构建全省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撬动金融

资本支持全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累计为全省 62 万余户小微

企业及“三农”经营主体提供担保贷款 4000 多亿元，为新时代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为深化政府性担保对全省产业链的系统性帮扶，山东投融资

担保集团在全国首创“供应链票据+担保”模式，首次实现票据

承载担保信用沿产业链多级流转，助力产业链末梢小微企业实

现实质性“脱核”融资，构建起更广泛、更普惠、更有效的产

业链融资生态。截至目前，山东投融资担保集团供应链金融

平台累计服务产业链客户 553 家，提供供应链票据服务



规模达 194.67 亿元，为全省产业链“强链、固链、稳链”

注入全新动能。

上海票据交易所作为国家金融基础设施，肩负着推动票据

市场的规范化与创新发展的重要使命。本次山东投融资担保集团

直连上海票据交易所，对于打造政府性担保与供应链金融综合生

态，双重赋能产融结合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下一步，山东投融资担保集团将聚焦“支小支农”主责主业，

坚持“控风险、优结构、强管理、增效能”工作思路，积极打造

担保行业供应链金融基础设施平台，助力政府性融资担保事业高

质量、可持续发展。

（文章来源:中国融资担保业协会 会员动态 2025 年 3 月

10 日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