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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商业银行普惠金融服务取得新成

效 
 

 

近年来，我国普惠金融取得了长足发展，面对2020年复

杂的经济环境和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冲击，监管层持续加大

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利好政策，使普惠金融在支持统筹推进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用。2020年末，人民币普惠金融领域贷款余额21.53万亿元，

同比增长24.2%；全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5.3万亿元，

增速超过30%，其中5家大型银行增长54.8%。 

我国大型商业银行不断建立健全普惠金融服务体制机

制，切实加强了普惠金融供给，普惠金融服务得到了快速高

质量发展。从日前各银行公布的2020年财务报告可以看出，

2020年大型商业银行普惠金融服务取得了良好的发展成果。

而取得这样的成果关键在于大型商业银行充分利用金融科

技的力量，创新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大普惠金融应用场

景构建，提高针对普惠贷款的风控能力建设，从而切实加强

了普惠金融供给，在普惠金融服务方面发挥了头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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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商业银行普惠金融服务取得新成效 

近年来，我国普惠金融取得了长足发展，面对2020年复杂的经济环境和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冲

击，监管层持续加大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利好政策，使普惠金融在支持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2020年末，人民币普惠金融领域贷款余额21.53万亿元，

同比增长24.2%；全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5.3万亿元，增速超过30%，其中5家大型银行增长

54.8%。 

我国大型商业银行不断建立健全普惠金融服务体制机制，切实加强了普惠金融供给，普惠金融

服务得到了快速高质量发展。从日前各银行公布的2020年财务报告可以看出，2020年大型商业银行

普惠金融服务取得了良好的发展成果。而取得这样的成果，关键在于大型商业银行充分利用金融科

技的力量，创新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大普惠金融应用场景构建，提高针对普惠贷款的风控能力

建设，从而切实加强了普惠金融供给，在普惠金融服务方面发挥了头雁作用。 

一、我国普惠金融取得显著发展成效 

自《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印发以来，我国普惠金融取得了长足发展。普

惠金融服务和保障体系逐渐健全，基础金融服务覆盖面持续扩大，重点领域金融服务可得性持续提

升，金融服务效率和便利性不断提高。面对2020年复杂的经济环境和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冲击，监

管层持续加大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利好政策，使普惠金融在支持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2020年人民银行设立抗疫保供专项再贷款、复工复产再贷款再贴现，增加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

额度，出台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

工具，充分发挥普惠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的积极作用。此外，人民银行实施普惠金融定向降准，

进一步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普惠金融领域贷款投放力度。 

2020年银保监会也发布多项政策措施，促进银行业降低融资成本，引导银行用好普惠金融定向

降准政策，督促银行完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绩效考核机制及改进资源配置。商业银行普惠金融体制

机制建设不断完善，服务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 

人民银行发布数据显示，2020年末人民币普惠金融领域贷款余额21.53万亿元，同比增长24.2%；

全年增加4.24万亿元，同比多增1.75万亿元。 

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2020年中国银行业服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用

于小微企业的贷款（包括小微型企业贷款、个体工商户贷款和小微企业主贷款）余额达到42.7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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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金融机构本外币涉农贷款余额38.95万亿元，同比增长10.7%；农户贷款余额11.81万亿元，同

比增长14.2%；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贷款余额1427亿元。 

银保监会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末，全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5.3万亿元，增速超过

30%，其中5家大型银行增长54.8%。 

二、大型商业银行普惠金融服务提质增效 

我国大型商业银行不断建立健全普惠金融服务体制机制，切实加强了普惠金融供给，普惠金融

服务得到了快速高质量发展。从日前各银行公布的2020年财务报告可以看出，2020年各大型商业银

行普惠金融服务取得了良好的发展成果。 

截至2020年末，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合计达到4.83万亿元，同比增长48.38%。

其中，建设银行投放规模最高，为1.45万亿元，较年初增加了4892.00亿元。建设银行积极构建并

完善中小企业信用体系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难题，率先推出面向小微企业的一站式移动金融服务平

台，成为了首家普惠金融贷款余额突破万亿元的银行。 

其次，农业银行、邮储银行和工商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投放规模也相当可观，2020年末分

别达到9615.20亿元、8012.47亿元和7452.27亿元，分别较年初增加3692.13亿元、1480.62亿元和

2737.06亿元。 

图表 1：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及新增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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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型商业银行财务报告、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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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2020年各银行有贷款的客户数也普遍增加。工商银行客户数达到60.60万户，新增18.30

万户；建设银行客户数高达170.03万户，新增37.52万户；农业银行达到157.08万户，新增46.16

万户；中国银行客户数超过48万户，也高于年初水平；交通银行客户数相对较少，15.84万户，新

增5.40万户；邮储银行有贷款余额的户数也增加了9.45万户。 

从融资成本的角度来看，各大型商业银行普遍降低了普惠贷款的利率水平，切实降低了融资成

本。工商银行2020年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4.13%，较上年下降0.39个百分点；建设银行新发放贷款

利率4.31%，较上年下降0.64个百分点；农业银行全年累放贷款平均利率4.18%，较上年也有明显下

降；中国银行全年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为3.93%，有效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交通银行贷款累放平

均利率为4.08%，小微客户综合融资成本下降0.96个百分点；邮储银行全年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

5.46%，较上年下降0.72个百分点。 

三、大型商业银行推进普惠金融服务关键点 

1.充分发挥金融科技力量，助力开拓普惠金融新局面 

金融科技的引入有效帮助银行进一步拓宽了普惠金融服务的发展空间。近年来，大型商业银行

竞相加大了对金融科技的投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普惠金融领域

的应用，银行有效打破了信息壁垒，建立了更科学有效的信用评估体系，突破了传统金融体系的局

限性，使得更广泛的普惠金融领域越来越容易获取到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 

此外，金融科技的应用推动了银行数字化转型，银行业务流程得以重塑，线上服务渠道得以拓

展，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也得以优化和丰富，进一步扩大了普惠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可获得性

和可持续性。 

建设银行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生物识别等技术，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普惠金融客

户打造了一站式金融服务平台--“建行惠懂你”APP。通过该APP建设银行布放了30余项信贷产品和

20余项普惠客群专属功能。截至2020年末，建设银行通过该APP实现授信4400亿元，普惠信贷支持

能力持续提升。 

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也纷纷加大线上产品开发，打造线上融资品牌，完

善普惠金融数字化产品体系。例如，工商银行推出并完善了“经营快贷”、网贷通“e抵快贷”、

数字供应链重点产品“工银e信”等三大类线上产品，2020年其通过线上发放的普惠贷款占普惠贷

款新增余额的比例达到98%；农业银行形成了“农银e贷”数字化产品体系，惠农e贷、小微e贷、个

人e贷、产业e贷四大系列产品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中国银行也创新了“中银企E贷”线上融资产

品体系，陆续推出“中银企E贷･信用贷”“中银企E贷･银税贷”等产品；交通银行积极对接政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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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转型，推出“交银e办事”数字金融品牌，实现了服务能级和效率再提升。 

邮储银行依托数字化转型，优化前中后台业务流程，构建了更加高效的企业级信息系统。此外，

其通过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结合国家信用大数据创新中心提供的行业信用报告，为工程行业小微

企业提供纯信用、线上化、自助式融资服务，授信金额超过90亿元，极大缓解了工程行业小微企业

融资难题。 

2.打造场景化、平台化普惠金融服务，丰富服务内涵延伸服务链条 

普惠金融客群的需求往往呈现出场景化、移动化、及时化和碎片化的特征。对此，大型商业银

行积极应对新需求，依托金融科技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力量，不断丰富场景化、平台化金融服务，创

新供给模式，提升服务效率和客户体验，使得普惠金融服务链条得以延伸。 

工商银行依托工银e生活，打造信用卡消费金融生态圈核心平台，搭建由APP、小程序、公众号、

H5组成的全平台生态，增加申请提额、密码重置、e分期等金融功能，打造了“购物积分分期”三

大场景、“e饭团+e爆品+e咖啡”三大子品牌。截至2020年末，工银e生活平台注册客户数突破9000

万。 

建设银行开发了“民工惠”平台，让400多万农民工兄弟由年薪变月薪，及时足额拿到辛苦钱。

此外，建设银行开放共建建行大学，“金智惠民”公共培训服务累计惠及331万人次，持续为社会

融智赋能。 

交通银行通过链路式推荐营销服务和“场景迎客”平台式获客，全面提升了普惠客户触达和服

务能力。 

3.发挥数据与技术双轮驱动作用，提高普惠金融风控能力 

信贷风险偏高一直是制约普惠金融发展的关键问题。近年来，大型商业银行运用大数据、区块

链等新型的信息技术，逐渐搭建起技术与数据双驱动的风险管控体系，针对普惠金融客群的特点和

需求，不断创新和完善更加精准的风险评估方式，构建起了数字化、标准化、智能化的普惠金融风

险管理体系，有效提升了风险管理能力。 

工商银行打造了以“数据驱动、智能预警、动态管理、持续运营”为特征的普惠贷款风险管理

体系，通过多维度交叉验证等方式，实现了风控体系的数字化、智能化，逐步形成了一套稳定、可

持续和富有战略价值的普惠金融商业模式。 

农业银行也运用金融科技手段搭建了包含在线开户风险识别、客户行为风险识别、贷中组合风

险管理、贷后预警指标体系、催收系统等五个风控子系统的全面风险防控体系，实现了客户风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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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识别。 

建设银行秉承科技、普惠、共享的新金融理念，积极探索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以用

户为中心，以数据为基础，以技术为驱动，以敏捷组织和创新机制为支撑，着力推动智能风控体系

建设，实现了为全渠道、全机构、全客户、全员广泛进行风险管理的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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