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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一行一局一会”介绍金融支持经

济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 2024 年 9月 24 日（星期二）上午

9 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国家金融

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云泽、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吴

清介绍金融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宣布相关政策。

新闻发布会后，市场反应积极。 

 

一、人民银行 

（一）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政策利率 

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计划近期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

百分点，其中大型银行存款准备金率预计从 8.5% 降到 8%；

中型银行存款准备金率预计从 6.5%降到 6%，农村金融机构

维持 5%不变。预计向金融市场提供约 1万亿元的长期流动性。

年内还可能视市场流动性状况，进一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0.25-0.5个百分点。 

降低政策利率：将公开市场 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从 1.7%

下调至 1.5%，预计带动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和存款利率同步下

行，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下调大概在 0.3 个百分点，

预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存款利率等也将随之下行 

0.2 到 0.25 个百分点，保持商业银行净息差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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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降低存量房贷利率和统一房贷最低首付比例 

降低存量房贷利率：引导商业银行将存量房贷利率降至

新发放贷款利率的附近，预计平均降幅大约在 0.5 个百分点

左右。 

统一首套房和二套房的房贷最低首付比例：将全国层面

的二套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由当前的 25%下调到 15%。 

优化保障性住房再贷款政策：将 5 月份人民银行创设的

3000亿元保障性住房再贷款，中央银行资金的支持比例由原

来的 60%提高到 100%，增强对银行和收购主体的市场化激励。 

延长两项房地产金融政策文件的期限：将年底前到期的

经营性物业贷款和“金融 16 条”这两项政策文件延期到

2026年底。 

（三）创设新的货币政策工具支持股票市场稳定发展 

创设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支持符合条件的

证券、基金、保险公司通过资产质押，从中央银行获取流动

性，这项政策将大幅提升机构的资金获取能力和股票增持能

力。 

创设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引导银行向上市公司

和主要股东提供贷款，支持回购和增持股票。 

 

二、金融监管总局 

（一）统筹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发展三大重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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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风险方面，积极推动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坚决避

免风险外溢和传导，同时指导银行保险机构积极配合化解房

地产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伴随着房地产、地方债，以及中

小金融机构三大风险逐步化解和缓释，金融风险正在稳步收

敛。 

强监管方面，引导银行业保险业回归本源、聚焦主业，

实现错位发展、优势互补。推动出台保险业新的“国十条”，

及时完善资管规定，持续强化非银机构治理，优化夯实信贷

基础管理，推动解决制约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引导金融机构优化布局、苦练内功，积极应对净息差收窄和

利差损风险。聚焦防控实质风险，切实落实尽职免责制度，

同时严肃查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 

促发展方面，强化对“两重”“两新”的融资保障，大

力支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小微贷款增量扩面，

一视同仁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指导保险机构全力做

好重大事故和暴雨、台风等自然灾害理赔服务，帮助受灾群

众和经营主体渡过难关。 

（二）促进大型商业银行稳健经营  

一是计划对六家大型商业银行增加核心一级资本，将按

照“统筹推进、分期分批、一行一策”的思路，有序实施。

并持续督促大型商业银行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强化资本约

束下的高质量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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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扩大大型商业银行下设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股权

投资试点，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金融尤其是科创投

资的发展之路。举措包括扩大试点城市的范围，将会同有关

部门研究将试点范围由原来的上海扩大至北京等 18 个科技

创新活跃的大中型城市。适当放宽股权投资金额和比例限制，

将表内投资占比由原来的 4%提高到 10%，投资单只私募基金

的占比由原来的 20%提高到 30%。优化考核，指导相关机构

落实尽职免责的要求，建立健全长周期、差异化的绩效考核。 

（三）打通中小微企业融资的堵点和卡点 

一是会同国家发改委建立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的工

作机制。确保信贷资金直达小微企业，真正打通惠企利民的

“最后一公里”。 

二是优化无还本续贷政策。将续贷对象由原来的部分小

微企业扩展至所有小微企业。将续贷政策阶段性扩大到中型

企业，期限暂定为三年。调整风险分类标准，对依法合规、

持续经营、信用良好企业的贷款办理续期，不因续贷单独下

调风险分类。  

 

三、证监会 

（一）资本市场强监管、防风险、促高质量发展取得初

步成效 

一是市场生态进一步好转。坚持监管“长牙带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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棱有角，国办转发了证监会等五部委关于进一步做好资本市

场财务造假综合惩防工作的意见，到 8月末，已经查办的证

券期货违法案件有 577件，特别是严肃查处了恒大地产、中

核钛白等一些重要案件，与财政部从严查处了恒大地产审计

机构普华永道，形成有力震慑。 

二是市场基础制度加快完善。优化发行上市、分红、减

持、交易等各个环节的制度规则。上市公司 2023 年度分红

达到了 2.2万亿元，创历史新高。加强程序化交易监管，暂

停转融券业务。深入推进公募基金费率改革，推动行业机构

把功能性建设摆在首位。 

三是市场功能保持基本发挥。保持了 IPO、再融资的适

当节奏。持续提升境外上市的备案管理工作质效。稳步发挥

债券、期货市场功能。前 8个月，交易所债券市场发行各类

债券 8.9 万亿元，保持稳步增长。 

四是资本市场改革创新坚定推进。围绕做好金融“五篇

大文章”，发布实施资本市场服务科技企业“十六条”和“科

创板八条”等一批政策措施，配合做好支持创投发展相关工

作。更好发挥并购重组作用，今年 5 月以来全市场披露重大

重组案例近 50单，市场反响比较积极。 

（二）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 

证监会等相关部门制定了《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的

指导意见》将于近日印发。主要内容包括：大力发展权益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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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募基金；完善“长钱长投”的制度环境；持续改善资本市

场生态。 

（三）推动并购重组市场化改革，激发市场活力  

证监会研究制定了《关于深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市场改

革的意见》，以更好发挥资本市场在并购重组中的主渠道作

用。主要内容包括：大力支持上市公司向新质生产力方向转

型升级；积极鼓励上市公司加强产业整合；进一步提高监管

包容度；下大力气提升重组市场交易效率。 

（四）推动上市公司提升投资价值、加强市值管理 

证监会会同相关部委研究制定了上市公司市值管理指

引，并公开征求意见。同时，会同相关部委推动建立上市公

司股份回购的市场化激励约束机制，激发上市公司大股东、

高管等相关主体的内生动力，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投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