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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快讯

1、央行透露货币政策调整方向

近日，央行表示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

情况，择机降准降息。同时，研究创设新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重点支持科技创新领域的投融资、促进消费和稳定外贸。在支持

实体经济方面，继续做好金融支持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

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积极支持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处置，完

善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健全房地产金融制度。

2、金融监管总局推进多项重点工作

金融监管总局提出持续推进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扩围

增效，坚决做好保交房工作。加快补齐监管制度短板，积极推动

银监法、保险法修订。研究建立“超长期国债+超长期贷款”

服务模式，高效支持“两重”建设，即重大基础设施和重大民

生工程建设。



3、多部门扩大跨国公司资金池业务试点

央行、外汇局在天津、河北、内蒙古、黑龙江等省市持续

扩大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业务试点。允许跨国公司根

据宏观审慎原则自行决定外债和境外放款的集中比例，允许跨国

公司通过国内资金主账户办理境外成员企业本外币集中收付业

务，不涉及外债和境外放款额度的资本项目变更等业务可由银行

直接办理，这将便利跨国公司资金管理，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4、国新办举行提振消费新闻发布会

3 月 17 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改委副主任李春临

和财政部、人社部、商务部、央行、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提振消费有关情况。各部门围绕促进消费升级、优化消费环境、

提升消费能力等方面，介绍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和工作进展，旨在

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

5、工信部等部门推动中小企业合规管理

工信部等 15 部门发布关于促进中小企业提升合规意识加强

合规管理的指导意见。鼓励中小企业开展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并

将合规管理纳入中小企业经营管理领军人才和专精特新“小巨

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训内容。目标是到 2030 年，基本形

成中小企业合规服务工作体系，助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6、央行发布 2 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

3 月 14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 2025 年 2 月金融统



计数据报告，展示了当月货币供应量、信贷收支、社会融资

规模等关键金融数据，为分析金融市场运行态势和宏观经济形

势提供重要依据。

7、黄金价格上涨创新高

3 月 14 日，以人民币计价的黄金期货、现货价格纷纷上涨，

部分品牌金店足金饰品报价首次突破每克 900 元关口，每克报

价 905 元左右，再创历史新高。受关税担忧等因素引发的避险

需求推动，国际金价于 3 月 15 日收盘首次突破每盎司 3000 美

元，纽商所 4 月黄金期价收于每盎司 3001.10 美元，涨幅为

0.33%，再次刷新历史新高，本周国际金价累计上涨 2.99%，今

年迄今为止涨幅超过 13%。

8、国家网信办等四部门规范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标识

国家网信办等四部门制定《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

法》，要求服务提供者应对生成合成内容添加显式标识，以及在

生成合成内容的文件元数据中添加隐式标识。办法将于今年 9 月

1 日起施行，旨在规范人工智能应用，保障公众知情权。

9、央行开展 930 亿元 7 天期逆回购操作

3 月 21 日，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央行公开市场开

展 930 亿元 7 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 1.50%，以调节市场

资金供求。



行业前沿

1、辽宁担保集团开启“数据+AI”新征程

近日，辽宁担保集团完成国产大模型 DeepSeek 内网本地

化部署，探索“数据中台+生成式 AI”双引擎深度联动，在确保

数据安全与自主可控的前提下，加快迈入了探索智能化建设新阶

段。

此次率先试点的数字员工“辽小担”，基于大模型语义理解

与本地动态知识库，依托数据中台提供的高质量数据，在智能问

数、智慧问答两大场景开启测试运行，改变了传统依赖硬编码的

数据查询与报表生成模式，通过自然语言交互实现“随问随答”。

下一步，辽宁担保集团将以业务场景为导向，以数据中台筑基，

以智能大模型铸魂，实现灵活性与效率的平衡，加快垂直领域大

模型应用与迭代的效率和准确率。

未来，辽宁担保集团计划通过聚焦三大方向持续深化智能应

用，一是构建普惠政策与客群智能匹配引擎，让政府性融资担保

服务从“被动筛客”转向“主动获客”。二是融合多模态数据构

建立体化可动态更新的多层次风控体系，提升政府性融资担保资

源使用效能。三是通过智能交互重构业务流程，释放人力资源创

新价值。让技术扎根黑土地服务东北振兴大文章，让政府性融资

担保成为政府服务实体经济的好帮手，使金融活水润泽万千微

光！（文章来源:中国融资担保业协会 会员动态 2025 年 3 月

20 日文）

2、武汉融担智慧担保系统保后模块上线运行



近日，武汉市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智慧担保系统（以下

简称智担系统）“保后模块”成功上线运行，这是武汉融担公

司在金融科技领域取得的又一次重大突破，更是公司积极践行

普惠金融理念、全力服务小微企业、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又一有力举措。

通过精心拆解政府性担保机构保后环节全流程管理需求，设

计保后检查、解保管理、保费补贴管理、代偿管理、代偿补偿与

风险补偿管理、保全管理、借还款流水管理七大核心模块，整合

50 余个三方平台接口，接入多源异构大数据，应用 80 余套模型

规则集，为客户提供全流程数字化担保服务。运用数字化手段打

通业务堵点、重塑管理流程，实现三大核心价值：一是风险防控

智能化，大数据实时监测风险，筑牢安全防线；二是运营管理高

效化，全流程线上操作，助力提效降本；三是客户服务精细化，

灵活解保，智能催收，优化融资体验。

近年来，武汉融担公司深入推进数字化转型实践，通过智担

系统建设，串联内外应用，构建了业务全流程线上化、智能化运

行体系。自 2024 年 8 月至 2025 年 2 月末，智担系统已处理 1

万余笔业务，帮助近 8000 户小微企业获得融资 78 亿元，与武

汉农商行、农行、湖北银行、工行、邮储银行等多家银行通过系

统交互业务数据，有力推动客户服务、业务管理、银担对接、风

险防控等工作提质增效。

数字化浪潮奔涌向前，普惠金融初心始终如一。公司将持续

深化智担系统功能建设，加强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在“担

保+供应链”“担保+科创”等场景的应用，推动银担数据深度

对接，打造更智慧、更包容的普惠金融服务生态，以更高效

的服务、更灵活的产品、更坚实的风控，做小微企业



成长路上的“护航者”。（文章来源:中国融资担保业协会 会

员动态 2025 年 3 月 17 日文）

3、中盈盛达：做好金融对口帮扶，支持“百千万工程”

为落实广东省委“1310”具体部署，深入实施“百县千镇

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以下简称“百千万工程”），坚定服务

乡村振兴，中盈盛达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着重提升金融服务质效，

以“佛山对口帮扶协作云浮”为切入点，用实际行动助推“百千

万工程”走深、走实。

输出管理模式，培养人才团队

云浮地处粤北生态发展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与珠三

角中心区域相比，在产业基础、服务配套等多个方面存在明显差

距，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全省区域协调发展的整体格局。如何答好

“对口帮扶协作云浮”这一命题，成为当时政府与一众招商引资

企业积极思考和探索的重要课题。

2015 年，是全省担保体系打造建设的开局之年，也是中盈

盛达主动响应广东省政府号召，落实佛山市金融帮扶云浮政策的

关键一年。这一年，中盈盛达与粤财担保集团、云浮市国资和温

氏集团共同设立了子公司——云浮市普惠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云浮公司”），致力为当地输出高质量的“中盈

盛达”模式：一是输出培养事业人的人才模式。9 年来，中盈盛

达为云浮当地培养了普惠金融人才，目前团队人员本土化已超过

80%，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变化。

二是输出系统化融资服务供应商的业务模式。截至 2024 年底，

云浮公司累计服务企业近 5000 家，业务发生额超过 110 亿

元，年平均担保增量放大倍数 10 倍，在全省担保机构



资本放大效率评优中名列第三。三是专业全面的风险管理模

式。云浮公司作为专业风险管理机构托管着市应急转贷基金、

市融资担保基金两大金融赋能基金。其中，应急转贷基金已在

云浮农信成功改制，保障云浮房地产平稳发展，在化解地方不良

风险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佛山、云浮两地政府的支持下，中盈盛达云浮公司不仅在

成立第一年便实现了筹建、落地、创收和盈利，变“输血”为“造

血”，如今，更顺利成为小微企业忠实的金融合作伙伴，得到了

云浮市政府的高度评价。

推广金融经验，创新金融产品

为进一步发挥“政银担”合作优势，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中盈盛达研究并推出了一系列创新举措：一

是推动云浮市成立市级融资担保基金。中盈盛达借鉴了佛山市融

资担保基金的经验做法，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发挥政府性融资

担保机构的职能，推进设立云浮市融担基金。云浮由此成为全省

第二个拥有地级市融资担保基金的城市，成立短短三个月，基金

投入的效能已经放大十三倍。二是和云浮农商行共同研发“云石

贷”“融担贷”产品。产品累计为当地近 700 户企业提供了超

过 10 亿元的融资服务。其中，“云石贷”产品还被云浮市政府

评为 2024 年金融服务乡村振兴一等奖。

展望未来，中盈盛达将牢牢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

持续强化服务意识、提升服务质效，以高质量的金融服务助力

“百千万工程”的推进。（文章来源:中国融资担保业协会 会

员动态 2025 年 3 月 17 日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