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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富浙江金融行

为 有 金 融 活 水 来

与“卡努”抢时间

随着今年第 6 号台风“卡努”的逼近，8 月 2
日，温岭市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Ⅲ级。当前，
该市松门镇 2 万多亩早稻已经陆续成熟，为助力
农户“抢收”，江苏省连云港调派了 30 多台联合收
割机，跨省助力早稻收割。

松门镇新坦村种粮大户潘雪斌，在八甲村承
包了 700 亩地种植早稻。由于前段时间风大，约
有 300 亩出现了倒伏，这给抢收工作增加了难
度。“这些倒伏的水稻，如果不及时进行收割，台
风一来，雨水增加，稻谷就很容易发霉变质，那样
损失就大了，所以现在要赶在台风来临前把倒伏
的水稻全部收割完。”他说。 江文辉

龙泉给予非遗手艺人利率优惠和额度支持

青瓷后起之秀静待秋后旺季到来

本报讯 生于铸剑世家的沈州，17岁时跟随父
辈学艺，在接任中华老字号——龙泉沈广隆剑铺第
五代掌门后，灵活采取现代连锁经营等形式，尝试电
商直播销售渠道，去年营业额实现 3000余万元，在
收藏群体、武术人群及旅游市场的细分领域，抢占了
较高市场份额。

进军中高端市场过程中，沈州也遇到过模具投
入、原材料货款、线上交易担保、直播推广等新增开
支。“从父亲那代人就开始与农信社（农商银行前身）

打交道了。”沈州回忆，剑铺从2019年直播时得到龙
泉农商银行 300万元信贷资金扩大铸剑生产开始，
目前已累计获得1400万元“剑瓷贷”，“服务好、利率
低，随借随还”。

近年来，人民银行丽水市中心支行将经典优势
产业的综合金融支持，作为助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
裕的关键之招，加大对“非遗”、民间手工艺、农业文
化遗产等在内的信贷投入，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县
域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金融支持力度，为农村
青年等群体就地创业、返乡创业、自主就业提供普惠
金融服务，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我们根据龙泉市级、丽水市级、浙江省级、国家
级工艺大师分级评定预授信的额度。”龙泉农商银行
董事长陈义达表示，他们与丽水团市委携手 15年，
给予宝剑和青瓷手艺人利率优惠和额度支持。

王军港是龙泉青瓷界的后起之秀，拿了不少全
国各级工艺美术评比金奖。2018年，小作坊变成了
龙泉市双渔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潜心专研古瓷制
作。“没有农商行支持，未必敢跨出这么大的步子。”
王军港坦言。

从 10 万元银行借款的创业起步，到一笔余额
550万元的“剑瓷贷”购买厂房，让这位青瓷新锐手里
有了充裕的流动资金储备，尽可以安心静待中秋后
旺季的到来。

龙泉市现有剑瓷经营主体5000余家，剑瓷从业
人员 2万余人。自 2017年创新推出“剑瓷贷”，截至
今年 6 月末，龙泉农商银行已累计发放“剑瓷贷”
1381户，金额5.87亿元，覆盖龙泉近30%的剑瓷经营
主体，有利促进了当地剑瓷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赵琦

浙江打好减负惠企组合拳

为市场主体减负1828亿元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了

解到，围绕“力争为市场主体减负 2500 亿元以
上”目标任务，浙江在落实好“8+4”政策体系同
时，出台《浙江省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条例》《关
于加强工贸联动支持企业稳生产拓市场增效益的
实施意见》《关于支持信息服务业稳进提质的实施
意见》《关于进一步做好减轻企业负担工作助力营
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实施方案》 等
系列文件，进一步稳定企业发展信心，优化营商
环境。

据了解，上半年，全省生产总值增长 6.8%，
高于全国平均 1.3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增长 4.7%，增速比一季度提高 1.7个百分点，
也高于全国平均0.9个百分点；6月当月全省规上工
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30.1%，上半年利润增速高于
全国 2.8个百分点。截至 7月 27日，全省累计完成
为市场主体减负1828亿元。

省级各部门“第一时间+顶格优惠”落实各项
减负降本政策。其中，浙江省税务局成立税费优惠
政策落实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完善“清单化+
网格化”工作推进机制，细化明确九方面 89项任
务分工，加快税费优惠政策落实，累计减免税费
725.1亿元（属期1—5月）。省财政厅延续实施地方
水利基金停征、文化事业建设费减半征收、残疾人

就业保障金减免等政策，推动收费基金相关减免政
策企业应享尽享。省人力社保厅落实阶段性降低失
业保险费率政策，1—6月累计为企业减负 57.9亿
元。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会同省电力公司对
电压等级不满1千伏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业用电
实行阶段性优惠政策，不分摊天然气发电容量电费
等费用，累计减免天然气容量电费约2亿元。省交
通运输厅推动国资路段货车优惠、国际标准集装箱
车辆优惠、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等降物流
成本政策落地，8214 家参与问卷调查的企业有
64.6%认为物流成本适度或轻。人行杭州中心支行
充分发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效用和存
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作用，1—6月，全省企业贷
款、小微企业贷款、普惠小微贷款利率同比分别下
降 0.41、0.46、0.61个百分点。国家金融监督管理
总局浙江监管局持续推广“连续贷+灵活贷”，浙江
全辖无还本续贷今年累计为企业节约转贷成本约59
亿元。

全省各地积极落实国家、省级减负惠企政策，
出台助企纾困政策措施。杭州汇编一揽子减负惠企
政策，包括综合政策、税收优惠政策、就业政策等
11类，积极提振市场信心。宁波《稳链纾困助企若
干举措》通过普惠性、工业稳链、外贸企业等纾困
扶持措施九类 47条，着力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温

州全面承接省“8+4”经济政策体系，出台温州版
八方面 58项政策措施。湖州出台《湖州市推动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2023—2025年）》等系
列政策文件，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嘉兴累计开展

“十链百场千企”对接活动 53场，对接订单 189.98
亿元、项目 125项、融资额度 36亿元、专业人才
709人。绍兴强化部门协同，及时会商、研判、协
调企业反映的困难和问题，逐月跟进减负目标完成
情况。金华深化“四大双千”助企服务活动，举办
义乌国家装备博览会等 30场省级以上对接活动，
评选首批“金华制造优品”30个。衢州推动政府性
融资担保机构扩量降费，截至5月，政府性融资担
保机构在保余额 80.03亿元，同比增长 37.39%，费
率降至 0.74%，惠及 9500 余户小微企业和“三农”
主体。舟山选派“助企专员”316名，常态化开展
联企跑企助企工作，累计服务企业 1171次，排摸
问题 190个，化解 181个。台州制定《工业稳进提
质攻坚行动一季度“开门红、开门稳”攻坚方
案》，举办“一带一路”跨国采购专场对接会，借
力1688、广交会、跨国采购对接会等形式作用助力
企业拓市。丽水加快“丽即兑-政策找企业”系统
推广应用，督促涉企政策部门根据预设审批流程，
及时进行线上审批，实现全程线上服务。

本报记者 林洁 通讯员 仇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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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杭州市科技
局获悉，2018年至 2023年，杭州独角
兽企业数量从 26家增长至 42家，平
均每年增长率 10.7%；杭州准独角兽
企业数量从 105家增长至 354家，平
均每年增长率35.5%。

独角兽企业是开辟新领域新赛
道的生力军，也是衡量城市创新能力
的重要指标。近年来，杭州通过“投
早投小投科”“加强企业梯队培育”

“举办万物生长大会”“优化创新创业
生态”等做法，将培育发展以独角兽
为代表的成长高、创新强、潜力大的
企业作为创新活力之城建设的重要
现实路径，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

据悉，杭州打造了“创客-众创空
间-孵化器-成果转化园（加速器）-高
新园区”全周期创业孵化链条，构建
了“市雏鹰-省科小-国高企-省小巨
人-独角兽-省领军”企业培育梯队。
其中，“雏鹰企业”为杭州市科技局打
造的“扶小扶初扶科技”特色惠企政
策，入库企业可享受“一次性创业无
偿资助 20万元”“三年培育期内贷款
贴息”等资金白银支持，至今杭州已
持续实施了 13年，累计培育“雏鹰企
业”7674家，其中成长为独角兽企业7
家、准独角兽企业177家。同时，杭州
拥有市级以上孵化器（众创空间）525
家，全市运营孵化空间总面积超过
570万平方米，累计孵化出了独角兽
企业 30余家。全市 1.27万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成长为独角兽企业25家、准
独角兽企业222家。

在投早投小投科上，杭州于2022
年 11月、2023年 5月先后印发了《构
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首选地的若干
政策措施》《鼓励创投机构投早投小
投科技政策兑付的操作细则》，明确
鼓励创业投资发展。据首批兑付统
计，共有 48家投资机构、162家被投
企业符合奖励条件，奖励资金 3677.8
万元，撬动投资总额达18.15亿元。

同时，杭州创新创业生态不断优
化。杭州聚力“全国数字经济第一
城”，推进创新链、资金链、产业链、政
策链“四链融合”服务不同阶段企
业。以资金链为例，杭州在省内率先
成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2021年基金
批复总规模 100亿元，子基金 70%投
向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战略性新兴
领域，当年 16 家合作企业上市或过
会，上市企业实现首发融资 175 亿
元。以创新链为例，2023年，万物生
长大会发布的《2023 杭州独角兽&准
独角兽企业榜单》中，有 3家带着“西
湖大学”标签的企业入榜，而杭州电
子科技大学的校友企业中也有5家企
业进入榜单，杭州“产学研融合”孵化模式开始显现。

此外，杭州着力打造创新创业领域的对话平台。由
杭州市政府等主办、杭州市科技局等承办、中国投资发
展促进会创投专委会等联合承办的万物生长大会至今
年已连续举办了七届，不仅集聚了杭州创新创业最磅礴
的力量，而且面向中国最具创新活力的长三角地区，辐
射全国乃至全球创新高地。有逾万名国内外行业领袖、
专家、创业者、投资人现场或在线上参加大会，共同搭建
创新创业领域的前沿交流平台。 本报记者 楼昊

秤砣虽小压千斤

浙江“43条”力促个体经济发展
本报讯 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

组成部分，个体工商户是重要的经营主体，在繁荣经
济、稳定就业、促进创新、方便群众生活等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近日，记者从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获悉，省市场监管局、发展改革委、司法厅等14部门
联合出台《浙江省大力促进个体经济发展的若干政
策》，从降本减费、要素支持、营商环境、发展保障四
个方面提出43条政策举措，全力解决个体工商户在
生产经营过程中面临的实际困难和突出需求。

个体工商户“秤砣虽小压千斤”，在浙江省稳增
长、稳就业、惠民生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截至 6月底，该省共有个体工商户 637万户，占经营
主体总量的 64.3%。产业分布方面，个体工商户第
三产业占比超过八成，网络经营者（含自然人网店）

超100万户。就业方面，整体带动就业1300万人，占
全省就业总人数的 30%以上。服务民生方面，个体
工商户是百姓生活最直接的服务者，主要集中在批
发和零售业359.9万户，占全行业的75.76%；住宿餐
饮业 68万户，占全行业的 93.11%；居民服务业 51.9
万户，占全行业的87.32%。保障居民“菜篮子”的农
贸市场、农批市场经营户 90%以上是个体工商户。
城市中小餐馆、便利店等服务网点 80%以上由个体
工商户提供服务。

浙江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个体工商户发展工
作，2022 年在全国率先出台个体工商户纾困发展
25 条政策，今年 5 月出台《全面贯彻<促进个体工
商户发展条例> 推动个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
意见》。

“当前，全省个体工商户发展总体平稳，但在降
本提质、要素支持、营商环境等方面仍面临一些实际
困难。”浙江省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14
部门出台《若干政策》是对国务院《促进个体工商户
发展条例》的全面落实，也是对《若干意见》的细化落
地，形成个体工商户常态化政策扶持体系，进一步减
负担、增支持、优服务、强信心，推动浙江个体经济高
质量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新产业新业态的个体工商
户在线上经营、资金扶持、创业辅导等方面的实际需
求，《若干政策》提出系列举措，包括开展促消费专项
行动、支持线上平台经营和网络直播、提升知识产权
服务水平、发展灵活用工服务等。

本报记者 林洁 通讯员 市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