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次无还本续贷
为酒店经营救急

从走出国门去看看，到走到楼下去看看，疫情

阻断了人们旅行的脚步，也多次打断了酒店行业

的发展。陈先生，杭州一家酒店的负责人，这几年

他每天都与焦虑打交道。

“已经在民生银行两次续贷了，要是没两次无

还本续贷，我可能早撑不下去了。”陈先生说，他这

两年撑得不容易，还好今年端午酒店又热闹了起

来，这让他重燃经营的热情与希望。

2019 年 2 月，陈先生成为民生银行杭州分行

的“首贷户”，以抵押贷款的方式在该行贷款了850

万元。那一年，他的酒店几乎每天爆满，“我们主

要是服务全国各地来杭参加会展的人员、来杭旅

游的人士，还有周边公司出差的人员。经营一直

比较好，所以我才向银行贷款，打算再做大一点。”

不过，谁也没想到，一年后贷款到期时，因为

疫情，陈先生面临的是一座静止的城市。没有客

人，便没有收入，眼瞅着贷款到期，他愁得睡不好

觉。而此时，民生银行杭州分行的一次电话询问，

给他带来了希望。“他们说有无还本续贷，可以不

用还本金再贷款一年，这简直就是雪中送炭。”陈

先生当即办理了续贷，“疫情总会过去，生意肯定

还会再来。”

2020 年，疫情得到控制后，游客渐渐多了起

来。陈先生的信心回来了。“我以为又可以开始热

火朝天的日子，没想到去年疫情又反复出现。”

2021年1月，陈先生又开始发愁，又一个贷款到期

日2月将至，怎么办？“我还能再续贷吗？”

关心这个日期的还有民生银行杭州分行的客户

经理庞经理，就在陈先生愁眉不展时，他打来了电

话。“陈先生，您还需要续贷吗？”陈先生接到电话，诧

异得说不出话来。“我们研究了他两年的经营情况，发

现酒店的入住率全年平均在65%左右，去年的销售

额也达到了1800万，这还不包括会务费。”经过杭州

分行研究的这一份数据表明，这是一家具有潜力的酒

店，无还本续贷又一次向他伸出了手。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两次续贷，让陈先生记

住了民生银行的这一份使命。

产品创新细致入微
企业纾困落到实处

无还本续贷是民生银行杭州分行服务小微企

业的一个缩影，它一直随着客户需求而动态调整。

疫情以来，各行各业都在寻求无接触服务的

变革，金融机构也不例外。在无还本续贷业务上，

民生银行杭州分行持续在辖内推动在线转期服

务。上述陈先生申请续贷时，便是客户经理通过

电话远程指导他在手机银行上完成的。

科技赋能，不止于续贷。目前，民生银行正不

断提高金融科技能力，积极开发 Pad 移动运营与

手机小微宝作业用具，支持客户经理上门完成贷

前调查、信息采集，实现随时随地可受理贷款申

请。目前该行移动作业模式受理小微贷款近万

笔，审批覆盖率达到约66%，切实将服务送到更多

小微客户身边。

在产品创新上，民生银行杭州分行也紧贴客

户，打造了一系列线上产品，如该行推出了“信融

e”“票融 e”“采购 e”产品，推进供应链上大中小微

企业一体化服务。截至 2022 年 5 月末，杭州分行

通过信融 e、票融 e 产品累计开发核心客户 35 户，

带动链属融资户196户，累计投放30.68亿元。

助企业稳经济，体现在服务的方方面面。产

品创新、流程再造、减费让利、绿色通道、特殊政策

安排等，每一项都关系到市场主体的长久发展。

“我们在顶层设计上出台了各项政策，在一线服务

时想客户所想，急客户所急，通过这一系列的创

新，我们力争为稳经济贡献民生力量。”民生银行

杭州分行相关人士表示。

本报记者 梅丹 通讯员 王者

2020 年以来，在金融机构出台的各项纾困

政策中，无还本续贷几乎成了必选项。三年来，有

不少企业都因为它而挺过了最难熬的时刻，迎来

继续发展的曙光。

无还本续贷，并非疫情期间的新生产物。早

在 2014 年，民生银行就在业内率先推出了这一

项服务，不过，当疫情猝不及防到来时，无还本续

贷成为纾困利器，为企业渡难关提供了有力支持。

创新打磨纾困利器，稳经济彰显民生力量

民生银行杭州分行：
护航市场主体稳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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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记者帮

本报讯 近日，人行杭州中心支行党委副书记、

副行长应兆祥在“区域金融改革看浙江”媒体见面会

上，向大家介绍了近期浙江省金融纾困的最新进展。

早前，在 5 月 20 日，人行杭州中心支行召开了

一场“浙江金融助企纾困新闻发布会”。会上，杭州

中支推出了 9 条金融助企举措。如今，这几项举措

已迎来满月，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这些政策红包

一个个敲开企业大门，为其送去金融活水。

“金融机构总量保障不断加强，助力稳定我省经

济大盘。”会上，应兆祥通报了一组数据：今年 1~5

月，浙江省各项贷款新增 1.34 万亿元，同比多增

1933 亿元，余额同比增长 15.5%，增速保持全国首

位。全省债务融资工具发行2340亿元，其中民营企

业发行量全国第一。

信贷总量不断上涨的背后，是各项金融助企纾

困政策不断落到实处。省内各家金融机构积极用好

用足各项货币政策工具，推动金融支持重点领域。

数据显示，2022年以来，在支持普惠金融的基础上，

金融机构不断加大再贷款再贴现对受疫情影响较大

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行业

的支持力度。1~5月，全省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

累计支持金额同比增长42%。

对于普惠小微贷款，各家金融机构积极强化小

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支持力度，如在落实普惠小微

贷款支持工具激励时，比例由 1%提高到了 2%。记

者从台州银行相关人员处获悉，进入6月以来，该行

在综合用好用足各项优惠政策后，企业实际贷款利

率大大下降，抵押贷款利率最低在 2.8%左右，保证

贷款利率最低在3%左右。

对于绿色产业，浙江支持成效显著。自碳减排

工具落地以来，全国性银行在浙分支机构累计发放

碳减排贷款167亿元，支持项目182个，带动年度减

排量236万吨。

对于科技创新、普惠养老和交通物流等细分领域，

浙江全省已梳理3.14万家科技企业清单、首批10个普

惠养老项目、4.6万家货运企业清单。目前，浙江金融

机构正对照清单加强对接，加大摸排和营销力度，做好

项目储备，争取专项再贷款资金更好落地浙江。

保证信贷总量的同时，浙江持续聚焦为企业降

本减负。今年 1~5 月，全省企业贷款利率同比下降

18 个基点；5 月企业贷款利率为有统计以来历史最

低水平。自2021年9月政策实施以来，通过降低小

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支付服务手续费，累计向实体

经济让利近9亿元。

同时，浙江全力支持稳外贸稳外资，提升贸易投

资便利化水平。人行杭州中心支行联合商务厅出台

《2022年浙江省跨境人民币“首办户”行动方案》，支

持量大面广的外贸企业使用人民币结算，有效发挥

本币避险优势。1~5月全省跨境人民币结算量5367

亿元，同比增长 22.38%，高于全国平均增速 10.8 个

百分点。1~5月全省拓展“首办户”2000余户。

面对波动的汇率，浙江金融机构积极优化汇率

避险服务，继续推动政府性融资担保支持小微企业

汇率避险政策增量扩面，减少汇率双向波动对企业

尤其是小微企业的影响。

在资本项目收入支付便利化改革方面，浙江也

成效显著，1~5 月全省累计免审单 1.2 万笔，金额达

28.2亿美元。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应兆祥表示，浙江将深入

落实融资畅通工程，采取积极措施，着力做好“保供、让

利、帮扶”三篇文章，全力支持浙江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同时，确保全省金融运行平稳，并呈现“量增、

价降、质优”的良好态势，为全省疫情防控和经济“开门

稳、开门好”提供有力保障。 本报记者 梅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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