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

“制惠贷”业务操作及风险管控方案

一、业务操作流程

试点地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于签订合作协议时确认经济

和信息化厅重点支持企业名单范围。对未入围省级重点支持企业

名单但符合条件的当地重点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由试点地经济和

信息化主管部门在签署相关合作协议时一并确认推荐流程，既可

以一次性确认试点地推荐企业名单并每年更新，也可单个企业申

请贷款时确认推荐，并在相关推荐函上盖章后交受托管理机构纳

入“制惠贷”试点范围。

（一）申请。

1．已入围省级重点支持企业名单或试点地推荐企业名单的

制造业企业，向受托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并提交相关材料，经受托

管理机构对其资料审核，备案后推荐至合作金融机构。

2．未入围名单但符合条件的当地重点制造业中小微企业，

在试点地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向受托管理机构推荐后，企业再

向受托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并提交相关材料，经受托管理机构审

核、备案后，推荐至合作金融机构。

3．申请制惠贷的企业，原则上应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1）在当地依法设立并正常生产经营 2年以上，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的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具有健全的组织机构、管理制度

和独立的财务核算制度，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创新能力强、市场

竞争优势突出。重点支持“5+1”现代工业以及当地特色优势产业

等重点领域。

（2）企业近两年的营业收入保持正增长，且对区域税收贡

献较大，企业资产负债率不高于 80%。

（3）节能、环保和安全生产等符合国家和四川省相关规定，

银行信用、纳税信用和社会信用良好，依法规范缴纳各项社会保

险，近两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稳定、质量、环境污染等事故。

（4）申请时无当期贷款逾期；无次级、可疑、损失的贷款；

无大额未结案的债务纠纷类涉诉；无已被查封的资产等情况。

（二）贷款发放或提供融资租赁服务。

合作金融机构对融资项目进行最终审核，并决定融资通过与

否、融资金额、及融资使用时间。鼓励各合作金融机构采取多种

灵活的担保或反担保措施。

原则上，申请固定资产贷款的企业，需按照不低于 20%的比

例匹配自有资金，并按照金融机构的要求进行分期还款。

申请融资租赁业务的企业，资金用途必须明确为租用生产设

备、工业软件等生产资源，不得变相进行资金拆借。融资租赁公

司进行项目评审时，需查明企业真实资金用途，并根据项目类型

对租赁物进行核查，同时应查询这些生产资源的市场流通性和通

用性，作为确定最终租赁金额的参考依据之一。



（三）资金管理。

“制惠贷”风险补偿资金采取“统一管理、就地存储”方式，原

则上省级财政资金存入受托管理机构在各指定银行支行开设的

账户，试点地财政资金、担保机构资金根据相关出资协议确定银

行管理账户。

“制惠贷”试点工作结束后对风险补偿资金池进行清算，省级

财政补偿金、试点地财政补偿金、担保机构资金结余部分，按筹

集渠道分别退回出资方。

（四）贷款管理及融资租赁业务管理。

合作金融机构指定专门部门承担“制惠贷”实施工作，对业务

实施全过程风险管控，根据自身机构要求做好贷前调查、贷中审

查、贷后管理、逾期催收等环节的各项工作，严格做好风险管控。

受托管理机构不定期对企业进行走访，协助金融机构做好风险防

范工作。

二、风险管控

一是实行贷款或融资租赁业务熔断机制。当某试点地出现风

险的贷款或融资租赁金额达到该地对应资金池余额时，合作金融

机构暂停该地“制惠贷”新业务发放。二是实行合作金融机构退出

机制。受托管理机构定期对金融机构“制惠贷”业务开展情况进行

考核，对未达到相关要求的合作金融机构，报经经济和信息化厅、

财政厅、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同意后取消合作资格。

三、风险补偿流程



（一）金融机构下达逾期通知。

贷款或融资租赁业务期间，借款人或承租人发生欠息或其他

可能影响信贷资金安全的风险事项或贷款期满企业未能偿还贷

款，由合作金融机构在事项发生或企业贷款逾期之日起 5个工作

日内向借款人或承租人下达《提前到期通知书》或《逾期通知书》，

并抄报受托管理机构。金融机构应及时对借款人进行催收，采取

相关保全措施。

受托管理机构应于 2个月内出具认定该笔贷款为逾期贷款

的相关函件。

（二）损失认定。

对发生的最终贷款或融资租赁业务损失进行补偿时，合作金

融机构需向受托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申请资料包括：

1．贷款银行或融资租赁机构申请贷款或融资租赁业务损失

补偿的报告及相关证明材料；

2．受托管理机构出具的相关认定逾期贷款的函件；

3．法院的民事判决书及其他可以确认形成损失的法律文书

或证明材料；

4．其它必要的补充资料。

受托管理机构对贷款或融资租赁业务损失进行审核，报经济

和信息化厅、财政厅、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审批后，由各合作方按

比例进行损失补偿，实行账销案存。合作金融机构按照贷款协议

继续依法对借款人或承租人以及连带责任人进行追偿。



四、概念解释

（一）贷款损失。

本方案所称“贷款或融资租赁损失”是指贷款或融资租赁业

务发生的逾期本金和逾期利息。

逾期利息是指借款合同或融资租赁合同约定期间所产生的

欠息及逾期两个月以内的利息，不包括罚息和借款合同或融资租

赁合同到期 2个月之后的欠息。

（二）最终损失补偿。

当借款人或承租人不全额归还到期（含被宣布提前到期）贷

款或不能及时履约，造成贷款或融资租赁业务逾期时，逾期贷款

或融资租赁业务经过清收并扣除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包括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拍卖费、评估费、过

户费、差旅费等）后，如形成最终损失的，省级财政、试点地财

政、担保公司或银行按照各自对应比例进行风险补偿。省级财政、

试点地财政以资金池余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

（三）融资租赁综合费用。

包括保证金、融资租赁服务费、利息和留购价款。融资租赁

综合费用以利息费用为主，留购价款金额不高于 10000元，保证

金及手续费根据企业具体情况收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