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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监会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银行业支持重点领域重大工程建设的指导意见 

银监发〔2015〕43 号 

 

各银监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各政策性银行、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

邮储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各协会：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增长、促改革、调结

构、惠民生、防风险的各项工作要求，持续推进“一带一路”、

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等重大战略的实施，切实发挥

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国家重点领域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的支持作用，

促进经济金融健康可持续发展，现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国家重

大战略和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的文件精神，以重点领域重大工程为

核心，强化政银企社合作及信息共享，完善工作机制和信贷政策，

加强信贷管理和金融创新，全面做好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的金融服

务工作。立足银行业金融机构定位和自身优势，主动对接、积极

支持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确保重大政策有效落地、金融风险有效

防范，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 

（二）基本原则。坚持落实国家战略与商业可持续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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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推进政策落实与优化金融服务相结合，坚持促进转型升级与

金融创新相结合，坚持服务实体经济与防范金融风险相结合。 

 

二、优化信贷管理与政策 

（三）健全工作机制。加强组织领导，明确管理层、牵头部

门有关职责，强化全行统筹安排，切实落实政策要求，加大推进

力度。完善项目管理机制，做好重大工程项目的信贷政策、业务

授权、产品创新、资源配置等系统安排。定期收集、主动跟进重

大项目建设信息，与项目开展及时、有效对接。 

（四）完善差别化信贷政策。制定完善重大工程项目信贷政

策，科学设定重大工程项目信贷准入门槛，完善项目评价方法和

模型，综合考虑项目所属行业、所处区域及发展的可持续性等因

素，实施精细化、差别化的分类管理。 

（五）优化信贷流程。进一步提高信贷管理水平，优化重大

工程项目的受理审批流程和信贷评审方式，对符合一定条件的重

大工程项目开展预评审，提高审批效率。对时效性较强的重大工

程项目，可优先安排审批。科学测算项目投资规模和未来现金流

回报，根据项目建设和运营周期，合理确定融资业务品种、规模

和期限。 

（六）增强信贷投放能力。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范

围，加快信贷资产流转，盘活信贷存量。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

用足贷款核销等政策空间，积极采用市场化手段，多渠道、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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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处置不良贷款，为新增贷款腾出空间。通过贷款重组、发放并

购贷款等方式，推动低效企业兼并重组，提高存量资金使用效率。 

（七）推行绿色信贷。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理念，加强能

力建设，积极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强化重大工程项目的绿

色低碳化建设和运营管理，有效防范项目的环境和社会风险。 

（八）提供差异化金融服务。根据发展定位，有区别有侧重

地进行重点支持。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要发挥中长期投融资

优势，在业务范围内以财务可持续为前提为生态环保、农林水利、

中西部铁路和公路、城市基础设施等重大工程提供期限合理、稳

定、低成本的资金支持。全国性商业银行要积极发挥网络渠道、

业务功能协同等优势，为重大工程项目和核心企业提供综合性金

融服务，引领新兴行业发展。地方法人机构要注重发挥管理半径

短、经营机制灵活等优势，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围绕重大工程

项目、核心企业的上下游配套行业探索特色化金融服务。金融资

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和金融租赁公司等非

银行金融机构要发挥业务优势和创新优势，提供专业化金融服

务。 

 

三、持续推进金融创新 

（九）积极开展信贷创新。根据项目的不同特点，积极开展

信贷产品和服务创新。鼓励实施银团贷款，为重大工程项目建设

提供一揽子综合性金融服务。积极开展银行联合授信，有效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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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资金需求。 

（十）积极创新担保方式。按照《国务院关于创新重点领域

投融资机制 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国发〔2014〕60 号）

的有关精神，灵活运用排污权、收费权、特许经营权、购买服务

协议预期收益、林权、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等进行抵质押贷款，

不断创新担保方式。探索利用工程供水、供热、发电、污水垃圾

处理等预期收益质押贷款，允许利用相关收益作为还款来源。 

（十一）探索创新融资模式。加强融资模式创新研究，大力

发展包括大型成套设备金融租赁等非信贷融资模式，满足重大项

目建设融资需求。积极发挥信托功能，支持铁路发展基金募集。

积极推进资产证券化，盘活重大项目信贷资产。 

针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的特点，创新金融服

务，拓展重大工程建设的融资渠道和方式。对已经建立现代企业

制度、实现市场化运营，其承担的地方政府债务已纳入政府财政

预算、得到妥善处置并明确公告今后不再承担地方政府举债融资

职能的融资平台公司，对于其承担的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或作为社

会资本参与当地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建设，银行业金融机构

可在依法合规、审慎测算还款能力和项目收益的前提下，予以信

贷支持。 

 

四、加强风险管理与防控 

（十二）确保项目建设合规性。贷款发放与支付前，确保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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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已正式取得投资、环保、土地、规划、安全生产等主管部门的

审批（核准）文件；确保项目资本金足额到位并与贷款配套使用，

确保项目实施进度与已投资额相匹配。 

（十三）切实落实还款保障条件。按照自主经营，自担风险，

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商业化原则自主审贷，全面、深入评估项

目风险，严格把关。审慎预测项目的未来收益和现金流，以其作

为未来还款的主要保障，不得要求地方政府对重大工程项目融资

承担还款责任，或提供任何形式的显性和隐性担保。 

（十四）做好贷中贷后管理工作。严格按照贷款合同约定发

放和使用贷款，坚持专款专用，防止贷款挪用。确定专门项目收

入账户，加强对项目收入账户的监测和管理。定期对借款人和项

目发起人的履约情况及信用状况、项目的建设和运营情况、宏观

经济变化和市场波动情况、贷款担保的变动情况等进行监测分

析，完善贷款质量监控制度，并对可能影响贷款安全的不利情形

及时采取针对性措施。 

（十五）推进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密切关注经济金融形势变

化，加强风险监测和预警；全面了解客户和项目信息，强化项目

全周期风险管理；合理运用担保以及项目收费权、合同收益权、

保险权益转让等方式，完善风险缓释机制。防范外部风险与银行

内生性风险的传染，防范银行机构表内风险与表外风险的传导。 

 

五、强化监督指导与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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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确保项目建设可持续性。发展改革部门加强对重大

工程项目的规划和指导，建设一批、核准一批、储备一批、谋划

一批，提高项目投资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对于自身收益不足和经

济性不强的重大项目，推动完善项目收益保障机制建设，提高项

目经济性。 

（十七）加强协调沟通。发展改革部门进一步健全项目清单，

搭建重大工程项目信息平台，提高与银行业监管部门、银行业金

融机构信息共享的时效性。 

（十八）强化同业协作。各银监局要加强指导，推动当地银

行业协会牵头，探索建立大额授信联合管理机制，强化银行间在

项目规划、项目评审评级、授信额度核定、还款安排、贷款管理

及风险化解等方面的合作协调，建立资源共享、运作顺畅、服务

高效的同业合作机制，有效防范过度授信、多头授信及集团客户

风险。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5 年 8 月 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