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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企业蓬勃生长的沃土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一线观察

市场，机遇的代名词 ，企业的生命
线。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
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全局和
战略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

市场如水 ， 企业如鱼 ， 水活则鱼
跃。 记者在近期采访中发现，各地各部
门打出一系列强基础、补短板 、通梗阻
的“组合拳”，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
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助
力各类经营主体蓬勃生长 ， 推动中国
经济绽放更充沛的活力 、 收获更强劲
的韧性。

促进竞争，打造公平“大舞台”
6 月 10 日，浙江苍南，三澳核电项

目建设迎来关键节点：1 号机组 “热试”
圆满完成，为后期高质量投产打下坚实
基础。

2020 年，在这里，民间资本参股核
电项目实现 “破冰”， 占股 2%； 去年 8
月，国务院核准包括浙江三澳二期在内
的五个核电项目， 都引入了民间资本，
且参股比例提高到了 10%。 国家发展改
革委今年 5 月的数据显示，有的核电项
目民资参股比例已达 20%。

“核电 ‘大门’ 向民间资本越开越
大，不仅给予核电产业链民营企业直接
投资机会，也有利于整个产业链协同发
展，有利于促进民间投资在发展新质生
产力中充分发挥作用。 ”参股投资核电
项目的民企银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庄建新告诉记者。

2%、10%、20%，“民资入核”企业越来
越多、参股比例跃升的背后，是市场准入
壁垒有效破除、 企业动力活力进一步激
发。

一张张不断“瘦身”的清单，展现着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向前迈进的稳健
步伐———

从 2018 年出台至今， 市场准入负
面清单历经 4 次修订，事项数量由最初
的 151 项压减至目前的 106 项，压减比
例约 30%；《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
施（负面清单）（2024 年版）》将限制措施
缩减至 29 条， 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
制措施全面取消……

清单越缩越短，市场越放越活。
截至今年 5 月底，我国实有民营经

济组织 1.85 亿户， 占经营主体总量的
96.76%，一批行业龙头 、新晋 “黑马 ”不
断涌现；前 5 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

资企业 24018 家，同比增长 10.4%，中国
依然是外资企业投资兴业的沃土。

“对于中国为打破地方保护主义 、
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促进更加一体
化的商业环境而出台的改革举措，我们
非常欢迎。 ”在中国美国商会会长何迈
可看来，随着这些改革开放措施切实落
地，中国市场的透明度、活力和效率将
继续提升，无疑将进一步增强外资企业
扎根中国的信心。

既要搬开体制机制的“拦路石”，也
要消除创业兴业的“隐形门”。

“我们公司主业就是帮助中小企业
制作标书，从企业经营看，全国统一大
市场建设给招投标领域带来了不小的
变化。 ”河南必得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总
经理席金海说，一些客户反映随着强化
公平竞争的举措落实落地，过去竞标中
一些不合理的资质、业绩、奖项要求等
被取消，门槛低了、成本降了，市场更加
公开透明。

数据印证了企业的感受。 根据国家
发展改革委信息， 今年 1 月至 4 月，民
营企业中标率同比提高 5 个百分点 ，1
亿元以下的项目民企中标数量占比超
80%。

降本增效，增强发展新优势
走进位于四川省广安市与重庆市

渝北区交界处的川渝高竹新区，连片的
现代化厂房拔地而起。

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体制机制
“软接轨”，过去几年间这里作为全国首
个跨省域实体化运行的省级新区，改革
成果不断涌现，新区发展生机勃勃。

“过去我们办社保要去广安邻水县
城办，来回得两个多小时，现在去不远
处的跨省域综合政务服务大厅就能办，
来回加上办事也用不了十分钟，便利了
企业经营、降低了成本 。 ”谈及改革红
利，新区企业四川勇图精创汽车有限公
司行政部部长阳烟芸深有感触。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各类经营
主体意味着什么？

是更畅通的资源配置———
广州嘉检医学检测有限公司是一

家专注于生物医药赛道的科技型中小
企业，企业研发所需资金多、时间长，过
去因缺乏抵押物很难获得银行贷款。

2024 年，获悉广州“信易贷”平台与
当地建行联合打造了 “诚信经营贷”产
品后，企业尝试提交了融资申请 ，成功
获批 500 万元的纯信用贷款。“没想到能

这么快批下来， 而且贷款额度后续还可
以随着企业发展而提升， 这让我们对未
来更有信心了。”嘉检医学财务总监许周
统说。

他口中的 “信易贷 ”是解决企业特
别是中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的一项政策
工具。 为缓解银企信息不对称难题，近
年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
快构建全国一体化融资信用服务平台
网络，深入推进“信易贷”工作，让信用
好的中小微企业享受更优惠便捷的金
融服务。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 （2025）》
显示，截至 2024 年底，已有约 5500 万家
企业注册并通过全国一体化融资信用
服务平台网络提出融资相关需求。

是更高效的商贸物流———
72 小时！ 这是一杯牛奶从南半球牧

场到中国消费者餐桌所需要的时间。
得益于“验放分离 ”和 “边检边放 ”

的创新监管模式 ， 以及各地畅通供应
链、降低物流成本、打破市场分割的举
措，新西兰纽仕兰乳业的鲜奶产品成功
打开了中国市场，并迅速从一二线城市
铺货到四五线城市。

“中国建设统一大市场的务实举措，
给外企投资中国带来了切实的利好。”纽
仕兰乳业亚太区 CEO 盛文灏说。

是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最近 ，刺梨汁 、刺梨原浆等产品屡

屡成为电商平台爆款，不少消费者喜欢
上了这些源自深山水果的产品。

“上线两年多， 东方甄选刺梨原汁
累计售出超 1930 万瓶， 相当于加工了
约 1.15 亿颗刺梨果。 ”东方甄选有关负
责人说，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框架下，直
播电商可以有效解决农产品 “卖全国”
的痛点，推动区域特色经济融入国内大
循环。

精深加工，产销衔接，打造品牌……
多方共同努力下，刺梨正实现从深山野
果向百亿产业的蝶变。 这也正是各类企
业不断把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为竞
争优势、发展胜势的生动写照。

激励创新，激发内生新动力
不久前，由蓝箭航天研制的朱雀三

号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成功完成一级
动力系统试车；银河航天组建我国首个
低轨宽带通信试验星座，构建星地融合
5G 试验网络“小蜘蛛网”……政策暖风
吹拂，我国商业航天不断迎来新突破。

“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背景

下， 市场准入利好叠加产业链协同效
应，让更多企业看到了商业航天领域的
机遇，促进了产业快速发展。 企业也能
更有效地整合全国资源，牵引传统工业
升级，构建新型产业生态，并惠及区域
经济发展。 ”银河航天首席科学家张世
杰表示。

作为我国商业航天领域首家独角
兽企业，银河航天的供应链合作企业已
经从 2018 年的 100 余家拓展到如今的
1300 余家，正以每 3 天一颗星的速度编
织太空基建网。

创新是企业经营最重要的品质。 加
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各类经营主
体发展提供了更丰富的创新资源、更多
的创新场景、更低的创新成本。

中药材种子是中药产业的 “芯片”。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高起点发
展种业作为提升产业基础的重要着力
点。

与湖南企业合作推进三七分子育
种，携手四川企业开展贝母良种采种和
育苗研究，联合云南农科院进行红花研
究……依托新成立的种业公司，云南白
药与全国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广泛合
作，促进创新资源集聚，缩短科研攻关
周期，助力中药材产业向新而行。

飞驰在神州大地的 “复兴号 ”动车
组，一列需要 4 万多个零部件 ，整条产
业链串联起 6900 余家“链企”。

“我们对供应商没有区分国企 、民
企等，对所有供应链上下游经营主体均
一视同仁。 ”中国中车相关负责人表示，
顺应数字化转型浪潮，企业构建产业链
供应链数字化平台，支持各类经营主体
参与中车产业链供应链建设，产业链供
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不断提升。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一项复杂
的系统工程，需要久久为功。

“在人力资源流动过程中， 依然存
在一些障碍，期待改革进一步破除各类
不公平现象”“希望对新业态新模式更
包容，为创新提供成长试错空间”“要花
力气破除市场准入的 ‘玻璃门 ’‘弹簧
门’”……采访中 ，企业的期待 ，正是未
来改革攻坚的发力点。

锚定方向，笃行不怠。 随着各项举
措落地，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向纵
深推进，将更好地集聚资源、激励创新、
升级产业、 推动增长 ， 为中国经济高
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大的信心和底气 ，
提供更为坚实有力的支撑。

（新华社北京 7 月 14 日电）

金
融
总
量
合
理
增
长

信
贷
结
构
持
续
优
化

—
——
透
视
上
半
年
金
融
数
据

14 日，上半年我国金融统计数据出炉。 今年在适度宽松的
货币政策支持下，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果如何？信贷资金主要流
向了哪些领域？下阶段货币政策走向如何？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
责人在当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进行了解读分析。

中国人民银行当日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6 月末，人民
币贷款余额 268.56 万亿元，同比增长 7.1%；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为 430.22 万亿元，同比增长 8.9%；广义货币（M2）余额 330.29 万
亿元，同比增长 8.3%。

“从上半年的金融数据看，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是
比较明显的。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邹澜介绍，为实施适度宽松
的货币政策，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在 5 月
份出台实施一揽子金融支持举措，促进货币信贷合理增长，推动
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下降，为推动经济回升向好营造适宜的环境。

当前，信贷仍是社会融资主要渠道。 上半年，我国信贷总量
保持平稳增长，人民币各项贷款新增 12.92 万亿元。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闫先东认为， 上半年信贷呈
现“总量增长、结构优化”的特征，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信贷支持
保持较高水平。

近 13 万亿元的信贷资金主要投向了哪里？ 数据给出了答
案：投向企业的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的大头。

中国人民银行统计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企（事）业单位贷款
增加 11.57 万亿元，占全部新增贷款的 89.5%，占比较上年同期
提高了 6.6 个百分点。

“中长期贷款增加 7.17 万亿元，是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
的主要构成，表明金融持续为实体经济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 ”
闫先东介绍，住户贷款增加 1.17 万亿元，其中，经营性贷款增加
9239 亿元，体现了金融机构持续加强对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
主生产经营活动的支持力度。

从行业投向看， 贷款结构持续优化。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
到，新增贷款主要投向制造业、基础设施业等重点领域。 具体来
看，6 月末，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7%，上半年增加
9207 亿元；基础设施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7.4%，上半年
增加 2.18 万亿元。

闫先东介绍，今年以来，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呈现
“总量增长、覆盖面扩大”的特点。5 月末，金融“五篇大文章”贷款
余额 103.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 其中，科技贷款余额 43.3 万
亿元，同比增长 12%；绿色、普惠、养老、数字领域的贷款同比分
别增长 27.4%、11.2%、38%和 9.5%，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

信贷只是社会融资渠道之一。今年以来，我国债券市场规模稳步提升，有效发挥了对
实体经济融资的支持作用。

发布会上的信息显示，2025 年上半年， 中国债券市场发行各类债券 44.3 万亿元，同
比增长 16%；债券净融资 8.8 万亿元，占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比重为 38.6%。

“上半年债券融资继续向重点领域倾斜，民营企业债券发行 3500 多亿元，绿色、科技
等相关债券发行超过 1 万亿元。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负责人曹媛媛介绍，5 月债券
市场“科技板”推出以来，债券市场已有 288 家主体发行科技创新债券约 6000 亿元，其中
银行间市场发行超过 4000 亿元科技创新债券，促进了新兴和未来产业培育发展，也为传
统产业运用新技术成果提供了有力支持。

融资成本是企业和居民关注的重点之一。今年以来，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下行，助
力企业和居民“轻装上阵”。

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今年前 6 个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 3.3%，
比上年同期低约 45 个基点，新发放的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 3.1%，比上年同期低约 60 个
基点。 6 月，公司信用类债券平均发行利率 2.08%，较去年同期下降 32 个基点，实体经济
融资成本进一步降低。

谈及下阶段金融支持的重点领域，中国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司长彭立峰表示，中国
人民银行已会同相关部门发布了《关于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的指导意见》，下一步将
指导各地、各金融机构加快推动意见落地见效，全力做好金融服务消费工作，为提振和扩
大消费提供有力金融支撑。

“货币政策传导需要时间，已经实施的货币政策的效果还会进一步显现。”邹澜介绍，
下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和节
奏，更好地推动扩大国内需求、稳定社会预期、激发市场活力，支持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
展目标和任务。 （新华社北京 7 月 14 日电 吴 雨 彭 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