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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这一概念由联合国于2005年提出，是指在成本可控的前提下，

为需要金融服务的社会各阶层、各群体提供的金融服务，国际上通常称为包容性金融。目前

，我国普惠金融实施的重点和难点都在于如何为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

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

近年来，银监会引导银行业立足改善民生，持续提升金融服务的普惠性。一是有效改善小微

企业金融服务；二是重点引导银行业强化支农服务，增加涉农信贷投放，培育发展新型农村

合作金融，持续推进乡镇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三是贯彻落实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

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坚持&ldquo;精准&rdquo;原则，突出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和特殊群体的

特惠政策安排。截至2022年6月末，全国小微企业贷款余额55.84万亿元，其中普惠型小微企业

贷款余额21.77万亿元，同比增速22.64%，较各项贷款增速高11.69个百分点；有贷款余额户

数3681.33万户，同比增加710.02万户。指导银行完善内部定价机制，推动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

，2022年上半年全国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5.35%，较2021年全年下降0.35个百分点

。  

2021年6月30日，人民银行印发《关于深入开展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工程的通知》，

提出扩大普惠金融覆盖面，持续增加首贷户；在合理管控风险和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下，适当

加大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中小微企业信贷支持力度；稳定扩大就业重点群体的金融支持，巩

固稳企业保就业成果等要求。这有助于提升银行业金融机构中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户）金

融服务能力，强化&ldquo;敢贷、愿贷、能贷、会贷&rdquo;长效机制建设。2022年4月8日，中

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发布《关于2022年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工作的通知》，提出

围绕&ldquo;六稳&rdquo;&ldquo;六保&rdquo;战略任务，加强和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支持

小微企业纾困恢复和高质量发展；稳步增加银行业对小微企业的信贷供给，优化信贷结构，

促进综合融资成本合理下降；丰富普惠保险产品和业务，更好地为小微企业提供融资增信和

保障服务。  

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下，数字普惠金融服务链条更加顺畅，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制度保障更加

健全。同时在乡村振兴、绿色普惠金融、小微企业融资与民生领域等场景，新服务、新产品

、新模式不断涌现。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已经形成以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互联网巨头、金

融科技企业等为服务主体，以供应链金融、消费金融、智能投顾、保险科技、数字银行为服

务途径，以乡村振兴、绿色普惠金融、小微企业融资和民生领域等为服务对象，以支付体系

、信用体系、资本市场等为基础设施，以政策体系、法律体系等为制度保障的生态系统。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普惠金融市场评估与前景趋势报告》共十一章。首先介



绍了普惠金融的概念和特点及发展阶段，接着分析了国际普惠金融行业发展经验及我国普惠

金融行业发展状况。然后具体介绍了数据普惠金融及中小微企业和三农普惠金融市场的发展

。随后，报告对区域普惠金融发展状况进行了细致的透析，并分析了中国商业银行对普惠金

融的布局、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及消费者保护研究。最后，本报告对普惠金融行业的发展前景

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及预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商务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中企顾问网、中企

顾问网市场调查中心、中国人民银行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富，

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想对普

惠金融行业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普惠金融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

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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