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志宏：对普惠金融的实
践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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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端要对自金融行为进行规范约束，避免核心企业过度利用自身信

息垄断地位和有关账款，对中小企业形成挤压，也要注意避免排挤外部金

融机构公平参与供应链金融业务。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纪志宏 

 

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纪志宏出席 2021 金融街论坛年会并发言表示，

普惠金融是把握新发展阶段、践行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时

代命题，也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手段，是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需要从政策支持、市场建设、制度完善、金融创新

等多方面共同发力。其中，数字化是新发展阶段下普惠金融助力高质量发

展的必由之路。 

纪志宏总结了建设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实践经验：一是注重通过数字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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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重构小微企业信用评价体系；二是注重通过数字技术提高金融服务效率；

三是注重通过数字技术丰富和深化服务方式。 

如，“基于客户生产生活场景提取数据作为信用要素，对内将小微企

业和企业主资金结算、交易流水、投资理财等多维数据进行系统整合、动

态跟踪、交叉验证；对外连通政府部门，形成以政府及公共事业类数据为

主体、特色场景类数据为助力的外部数据体系。将内外部数据标准化、关

联化，推动数据资产转化为信用信息，破解信息不对称的融资痛点，为小

微企业融资有效增信。”纪志宏说。 

“普惠客群不仅仅需要金融服务，金融服务也不仅仅是信贷。”纪志

宏强调，利用数字技术克服信息不对称的优势，普惠金融能够从单一的融

资服务，深化为助力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成长的赋能体系。 

他介绍，在这方面，建设银行依托建行大学，整合集团内部和知名高

校等社会教育资源，推进金融启蒙，辅导企业利用金融工具助力经营管理；

通过重塑产业链、交易链和金融链，丰富企业撮合场景，打造协同共生的

供应链生态，为全链条企业提供金融+非金融综合服务；结合科创企业的成

长特点，以“创业者港湾”、投贷联动、股权基金等作为切入点，构建覆

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多元化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普惠金融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需要进一步夯实基础，高质量纵深

推进。”纪志宏建议，一是完善供给体系，形成多元化、相辅相成的发展

局面；二是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持企业创新发展；三是进一步开放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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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并规范应用，为数字普惠模式的良性运转奠定基础；四是进一步提升数

字普惠金融风控能力；五是多方协同发力，构建系统性机制，促进供应链

金融可持续、健康发展。 

纪志宏强调，产业端要对自金融行为进行规范约束，避免核心企业过

度利用自身信息垄断地位和有关账款，对中小企业形成挤压，也要注意避

免排挤外部金融机构公平参与供应链金融业务。金融端积极开展多路径研

究探索，突破过度依赖核心企业的发展瓶颈。利用自身优势，打造完整供

应链科技输出解决方案。政府端在保证安全和隐私前提下，进一步开放公

共单位数据信息。以差异化政策安排和专项激励，支持商业银行和核心企

业充分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合作，不仅要解决好银企信息不对称问题，在

供应链金融业务中还要解决好企业和企业信息不对称的难题，促进供应链

金融等业务创新。 

以下为讲话全文。 

践行新发展理念 

扎实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 

纪志宏 

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 



 

 - 5 - 

非常高兴受邀参加“2021 金融街论坛年会”，并与各位专家共话普惠

金融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中指出“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商业银行积极

践行“金融为民”初心使命，探索创新以金融力量和手段加快解决经济发

展短板弱项的有效机制，加快构建高效服务实体经济的现代普惠金融体系，

通过更均等化、更高质量的金融服务促进共同富裕。下面我与大家分享几

点体会。 

第一，普惠金融是把握新发展阶段、践行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的重要时代命题。 

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是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高

质量发展是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发展。我们认识到： 

新发展阶段赋予普惠金融新的发展机遇。新发展阶段要实现三个“转

变”，不仅需要大企业的贡献，更离不开千千万万个作为经济毛细血管和

微观细胞的小微企业精耕细作和辛勤创造。综观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

的历史经验，小微企业在经济转型升级中成为创业创新的重要力量。以德

国为例，1985—1996 年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中小企业技术专利申

请占比成倍增长。这一阶段，小微企业从原先主要依靠低成本和廉价竞争，

发展为依靠技术创新和品质竞争，在产业、产品的细化分工领域发挥出显

著优势。近期，我们提出“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既是小微企业再造

新优势的着力点，同时也赋予了新形势下深化小微企业普惠金融服务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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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新使命、新课题。刚才两位专家都提出，我们现在一系列支持小微

企业发展的货币信贷政策的出台，科创板和北交所等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

的推进，以及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都为推动更多小微企业成为新发展阶

段创新主力军提供了新的重大机遇。 

新发展理念赋予普惠金融新的发展内涵。纵观风云变幻的近现代金融

发展史，我们既看到了工业革命、技术革命中巨大的金融推动力量，也看

到了历次金融危机的巨大破坏作用。当今世界，好金融、好社会，正在从

理念、政策倡导走向实践自觉。从锦上添花到雪中送碳，从价值投资、长

期投资到绿色投资、ESG 投资，无不反映了金融发展观、价值观的深刻变

革，使新发展理念牢牢扎根，要求金融工作者以专业专注和责任担当，聚

焦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聚焦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聚焦社会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数字普惠、绿色普惠、乡村普惠、“专精特新”

普惠不断丰富普惠金融的内涵。用好金融这把市场经济中“温柔的手术

刀”，促进金融资源配置更为公平有效，推动社会朝着向善向好的方向发

展。 

新发展格局赋予普惠金融新的发展任务。国民经济内外循环取决于产

业链、供应链能否实现供给韧性。就我国具体情况而言，无论继续巩固存

量的产业链完整优势，还是在国际分工中加快提升产业链附加值，促进产

业链优势向价值链优势转变，都离不开千百万小微企业的重要作用。顺应

产业链供应链分工日益深化，金融服务产业链竞争力提升的着力点，应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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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注重塑造一个大中小企业平等共生的新形态，通过创新金融服务和风险

管理手段，让中小企业在供应链融资中逐渐摆脱资本不足的约束和大企业

信用的依赖，享有更加充分和独立平等的金融服务；通过加强大企业对产

业链的支付纪律、优化平等竞争秩序、供应链条企业信息传递共享等措施，

用好金融手段稳链固链，助推产业链良性循环和优化升级。 

第二，数字化是新发展阶段下普惠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小微企业在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中面临新机遇和新挑战，以及新使命

和任务，普惠金融需要从政策支持、市场建设、制度完善、金融创新等多

方面共同发力。其中，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优势，促进“数字”和“金融”

深度融合，是克服银企之间、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

务做深、做细、做实、做优的重要途径。 

建设银行大力推进普惠金融，2016 年成功推出“小微快贷”，积极探

索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的业务模式，有效缓解了传统模式风险大、成

本高、效率低的问题。2019 年 1 月，李克强总理来建行考察调研时，高度

肯定建设银行通过科技手段推进数字普惠的创新实践，并寄语“小企业，

大事业，无止境”。截至今年 6 月末，全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17.75

万亿元，建设银行普惠金融贷款余额达 1.71 万亿元，惠及客户超过 210

万户。总结建设银行近年来数字普惠金融实践，主要有以下三点体会。 

一是注重通过数字技术重构小微企业信用评价体系。基于客户生产生

活场景提取数据作为信用要素，对内将小微企业和企业主资金结算、交易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28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