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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河南建立健全经济政策协调机制的实践

探索

（一）依托财政金融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同，

推动贫困地区发展

一是创新小额信贷扶贫模式，撬动金融资本扶

贫。为推动贫困地区发展，河南专门出台了《河南省

扶贫小额信贷助推脱贫攻坚实施方案》，通过着力构

建金融服务体系、信用评价体系、风险防控体系、产

业支撑体系等“四个体系”，综合运用贴息、担保、风

险补偿等方式，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向贫困户发放

贷款，形成了“政银联动、风险共担、多方参与、合作

共赢”的“卢氏模式”并在全省推广。二是创新引导

保险资金融资模式，支持扶贫攻坚。为支持贫困地

区发展，探索实施了以“干部推荐+ 融资支农+ 保险

保障+财政贴息”为主要模式的“政融保”险资直投产

业扶贫机制，对落地实施的“政融保”项目予以财政

贴息支持。

（二）依托财政金融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同，

助力小微企业发展

一是建立小微企业信贷风险补偿机制。针对小

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对全年实现“三个不低

于”（即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平均增

速、小微企业贷款户数不低于上年同期户数、小微企

业申贷获得率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目标的银行业

金融机构拨付奖励资金，带动了银行业金融机构对

小微企业贷款。二是积极推进政府采购合同融资，

以政府采购合同的预期支付能力为切入点，实施政

府采购合同融资，进一步拓宽了小微企业融资渠

道。三是创新科技信贷业务，安排科技信贷准备金，

对实物资产抵押不超过30% 的科技信贷业务给予

一定比例的损失补偿，帮助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融

资难问题。四是创新引导企业研发投入政策，研究

出台实施企业研发投入财政奖补政策。

（三）依托财政金融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同，

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一是完善多元化乡村振兴投入保障机制。围绕

省委、省政府“三农”中心工作，切实发挥财政支农资

金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支撑作用。盘活存量，

统筹整合省级农口相关专项资金，进一步调整完善

和优化资金支持方向和扶持方式，谋划设立省级财

政支持乡村振兴一般转移支付资金。支持有条件的

地区设立乡村振兴基金，引导撬动金融和社会资本

更多投入农业农村。二是创新美丽乡村建设投融资

机制，加大保障力度探索建立滚动项目库、先建后

补、竞争立项、标准管理、绩效考评、多元投入的工作

机制，创新资金动态奖补机制，实行先建后补，即资

金由一次性拨付改为按工程进度分次拨付，倒逼地

方政府主动作为，多干多得。三是完善“三农”财金

合作协调机制。创新金融支农模式，积极探索具有

河南特色的政银担合作共赢的有效模式，推进省级

财政政策与金融机构信贷政策和产品对接，进一步

引导撬动金融机构加大“三农”信贷支持力度，有效

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二、河南建立健全经济政策协调机制的对策

（一）加快政策调整步伐

1. 财政政策的优化调整。一是优化税收政策，

加快形成与河南产业发展、区域发展相适应的税收

体系。围绕先进制造业强省建设、现代服务业强省

建设、现代农业强省建设，调整优化税收政策范围，

努力在制造企业研发与创新、技术改造与节能环保、

高成长性服务业、现代农业等方面出台优惠税收政

策，支持其发展；围绕美丽河南建设，改革消费税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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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向，将污染重、能耗大的消费品纳入征收范围，

并实行高税率。二是优化财政支出政策，加快形成

与河南经济发展需求相统一的财政支出体系。围绕

电子信息、汽车、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河南

省重点产业，加大财政投入，增强其发展能力和发展

实力，推动河南重点产业做大做优做强；围绕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加大财政投入，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三是优化财政补贴政策，加快形成与河南发展需要

相协同的财政补贴体系。围绕创新能力、生态环境

水平等河南发展中存在的短板，予以重点补贴，通过

改变补贴范围（由选择性补贴改为普遍性补贴）、转

变补贴方式（由生产环节补贴转变为研发、生产、消

费等全产业链条补贴）、规范补贴制度（由事前补贴

转变为事中、事后补贴）等方式，推动河南发展。

2. 金融政策的优化调整。一是优化金融支持政

策，围绕加快发展和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提高资本在

产业间和企业间的配置效率，加大金融支持，为经济

发展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围绕建立多层次的资

本市场，服务于多元化经济发展需求和多层次投资

者投资需求，大力发展风险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

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拓宽其资金来源，促进资金汇

聚渠道的多样化。二是优化金融监管政策，围绕金

融安全，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控企业债券违

约、股票质押平仓、担保圈、网络借贷、非法集资等风

险隐患。

3. 产业政策的优化调整。一是优化产业政策支

持范围，应紧紧围绕河南经济发展需要和河南经济

发展短板，制定出台相关产业政策，保证河南经济平

稳较快发展。二是注重产业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

减少政策性干扰，为企业经营发展提供重要政策环

境。三是注重与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与区域政策的

协调配合，减少部门之间的割裂、掣肘，确保产业政

策的作用能够充分发挥。

4. 区域政策的优化调整。围绕统筹区域协调发

展，不断优化区域政策，加快形成与河南经济发展相

适应的区域政策。围绕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加快

整合出台乡村振兴支持政策，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围绕城市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优化百城提质支

持政策，全面开展百城建设提质项目；围绕中原城市

群一体化发展目标，不断完善区域支持政策，形成以

郑州为中心、洛阳为副中心、多级支撑发展的大

格局。

（二）加快建立协调机制

1. 加快建立协调监督机制。河南应围绕财政、

金融、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配合，充分发挥政

策协同合力，加快建立政策协调监督机制。尽快出

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河南省政策协调的指导意见》，

让政策协调监督有章可循；加快成立由主管省长为

组长，主管部门领导为副组长的政策协调监督工作

领导小组，对河南经济发展进行统筹规划、政策协

调，促进财政、金融、产业、区域政策形成合力，更好

地支持河南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2. 不断健全实施主体沟通协调机制。河南应围

绕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以及区域政策的制

定和实施部门，健全实施主体沟通协调机制。在省

级层面，应建立起正式和非正式的沟通机制，搭建政

策实施主体之间沟通桥梁，就有关议题提前做好

沟通。

3. 加快建立信息沟通与保障机制。河南应围绕

提高政策协调效率，搭建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产业

政策、区域政策等经济政策信息沟通与保障机制。

为确保政策协调沟通顺畅，依托财政政策、金融政

策、产业政策以及区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部门，财政

厅、人民银行及金融办、工信厅、发改委等实施主体

搭建信息交流平台；为保障政策协调顺利推进，在搭

建信息交流平台的基础上构建信息沟通机制，通过

人员交流、干部挂职、联席会议等多种方式保障机制

运行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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