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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市协发„2023‟146号  

 

 

关于进一步加大债务融资工具支持力度  

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通知 

 

各市场成员： 

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民营经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

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壮大的决策部署，在人民银行正确领导下，交易商协会认真贯彻

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政

策要求，把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按照人民银

行等金融管理部门与全国工商联 8 月 30 日共同召开的金融支持

民营企业发展工作推进会有关精神，着力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

境，积极营造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良好氛围，助力民营经济

平稳健康发展。 

一、落实“第二支箭”扩容增量工作部署，提振市场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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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继续加大“第二支箭”服务力度，更好支持民营企业

发展。支持符合条件的产业类及地产民营企业、科技创新公司以

及采用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的科技公司在债券市场融资，继续扩大

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覆盖面，惠及更多中低信用等级民营

企业发行主体。 

（二）继续丰富和创新“第二支箭”工具箱，提升增信力度。

运用信用风险缓释凭证（CRMW）、信用联结票据（CLN）、担保增

信、交易型增信等多种方式，积极为民营企业发债融资提供增信

支持。加强与地方政府担保机构、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及地方政府

等部门的工作联动、信息共享，健全风险分担机制，提升风险处

置合力，促进增信支持模式的可持续性。 

二、拓宽民营企业“绿色通道”，提高融资服务便利 

（三）主动跨前服务，加强精准对接。一是“跨前一步”开

展“预沟通”。在注册发行文件准备阶段、发行阶段、存续期年

报及重大事项披露等环节,设置民营企业“预沟通”机制，将注

册发行服务前置业务办理前，提升服务质效。二是“一对一”设

置“服务专员”。专人对接民营企业实现服务直达，主动了解企

业融资诉求，做好上门宣介和培训工作。 

（四）优化注册机制，提高服务质效。一是支持民营企业储

架式注册发行。采用主承销商团便利机制，可结合实际需求确定

主承销商团成员及家数。二是民营企业注册全流程采用“快速通

道”。实行“申报即受理”，将受理工作合并至预评环节
1
，首轮

反馈 5个工作日内完成，后续反馈 2个工作日内完成，预评完成

后，及时安排上会，提升工作效率。三是支持民营企业使用“常
                                                        
1 系统填报修改意见除外，因在受理阶段修改更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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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计划”，优化信息披露制式要求，减少重复披露内容，提高

企业融资效率。 

（五）提升发行便利，满足融资需求。一是拓宽民营企业发

行时限要求。在当前最晚 18时截标规范基础上
2
，民营企业可根

据实际情况，申请将最晚截标时间延长至当日 20 时。二是优化

发行金额动态调整机制。民营企业采用发行金额动态调整的，可

在簿记建档结束后，按照投资集中度限制等监管规则要求，结合

申购情况自主决定发行金额，发行金额无需在簿记建档截止时间

前 1小时披露。 

（六）丰富主动债务管理工具箱，促进优化负债结构。支持

民营企业根据自身债务管理需要，开展现金要约收购、二级市场

收购，在符合信息披露、公允定价、公平交易等规范基础上，以

市场化方式购回本企业发行的债务融资工具，促进优化负债结

构，提振市场信心，改善融资环境。 

三、加强民营企业创新产品支持力度，激发市场活力 

（七）支持绿色低碳转型，助力可持续发展。一是支持民营

企业发行中长期绿色债务融资工具、碳中和债，引导募集资金向

绿色低碳领域配置。二是支持民营企业注册发行可持续发展挂钩

债券（SLB）、转型债券，进一步满足高碳行业转型资金需求。 

（八）拓宽科技企业融资渠道，支持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一

是支持专精特新“小巨人”等民营科技型企业注册发行科创票据，

募集资金用于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高端装备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支持民营科技型企业发展。二是鼓励发行混合型科创

票据，通过设置合理期限、设计浮动利率、挂钩投资收益等实现
                                                        
2 《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业务规范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市协发﹝2023﹞10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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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债联动，为民营科技型企业提供股性资金支持。三是鼓励民营

企业发行股债结合类产品，支持募集资金用于并购、权益出资等

股债结合类用途，满足企业合理股权资金需求。 

（九）丰富证券化融资模式，支持盘活存量资产。一是鼓励

以支持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融资所形成的应收账款、融资租赁债

权、不动产、微小企业贷款等作为基础资产发行资产支持票据

（ABN）、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BCP）、不动产信托资产支持票据

（类 REITs）等证券化产品，提升民营企业融资可得性。二是支

持科技型民营企业以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许可使用费、融资租赁

及供应链等多种模式开展证券化融资，为民营企业提供多元化金

融服务。三是鼓励民营企业注册发行资产担保债务融资工具

（CB），充分发挥资产和主体“双重增信”机制，盘活不动产、

土地使用权等存量资产。四是鼓励以上海票据交易所供应链票据

作为基础资产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盘活票据资产，引导债券市

场资金加大对民营企业支持力度，扎实推进保供稳链工作。 

四、加大市场宣传力度，增进各方交流互信 

（十）加强宣传鼓励，激发市场活力。按期在协会官网公布

各类金融机构承销、投资民营企业债券情况，激发金融机构服务

民营企业债券特别是中长期限债券融资的内生动力，鼓励金融机

构优化内部绩效考核、尽职免责等激励考评机制。 

（十一）释放积极信号，引导市场参与。发挥债券市场公开

透明、预期引导性强的优势，加强典型案例宣传，释放积极明确

信号，引导市场机构积极参与“第二支箭”债券和信用风险缓释

工具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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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积极搭台唱戏，增进各方交流。通过官网、公众号

以及媒体等多渠道开展服务民营企业宣传，重点强化政策效果、

产品模式和市场反应等内容的舆论引导。组织开展恳谈会、联合

路演等交流活动，为民营企业搭建对话沟通和共建共享的平台，

增进投资人对民营企业的了解。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特此通知。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2023 年 8 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