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转发《随州市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的通知

区属各预算单位、驻区各金融机构、各采购代理机构：

为充分发挥政府采购的政策功能，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

推动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工作，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现将

《随州市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转发给

你们，请参照执行。

2023 年 3 月 31 日

关于印发《随州市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采购单位、中国人民银行、各采购代理机构、各商业

银行：

为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充分发挥政府采购的政策功

能，推动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工作，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

现将《随州市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

请结合实际遵照执行。

附件： 《随州市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工作实施方案》

2023 年 3 月 23 日

附件：

随州市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工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财

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



展暂行 办法》的通知》(财库〔2011〕181 号)和《湖北省

人民政府关 于印发湖北省促进经济社会加快发展若千政策

措施的通知》(鄂 政发〔2020〕6 号)、《湖北省财政厅、

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 和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关于印发<

湖北省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实施方案>的通知》(鄂财采发

〔2020〕5 号)精神，加大金融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力度，

充分发挥政府采购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功能，盘活中

小微企业应收账款，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现结合我市实

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主要内容

(一)业务融资模式

政府采购合同融资(以下简称“政采贷”)指参与政府采

购 活动的中小微企业，在获得政府采购中标(成交)通知书

后，即可向开展“政采贷”业务的金融机构提出申请，金融

机构依据 政府采购中标(成交)通知书和政府采购合同，为

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政采贷”业务分为线下和线上

两种方式，线下方式为传统信贷模式，合作银行应进一步优

化流程，简化手续，提高中小微企业通过政府采购合同获取

信贷融资的便利性。线上方式为财政部门政府采购管理系统

与中国人民银行征 信中心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通过技术

手段实现互联互通，中小微企业凭政府采购合同可获取便捷、

高效的线上融资。待条件具备，时机成熟后，“政采贷”业

务主推线上方式。

(二)参与主体及条件

1、 中小微企业。是指符合国家关于中小微企业划分标

准，提供本企业制造的货物、承担的工程或服务，或者提供

其他中小微企业制造的货物的中型、小型、微型企业。监狱

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

2、金融机构。有意向开展“政采贷”业务的金融机构，

应及时向财政部门和人民银行报备。报备资料主要内容包括：

单位基 本情况、申请与承诺、“政采贷”产品及配套制度

(包括具体方案、业务流程、贷款利率、融资优惠措施、风

险控制措施等)。

3、采购单位。是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政府集中采购

目录以内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项目的

我市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



(三)主要业务流程

“政采贷”线下方式流程：

1、提出融资申请。中小微企业可通过采购文件“政府

采购合同融资友情提示”获取政府采购合同融资相关信息，

提前与经 办金融机构进行沟通，待政府采购合同签订后，

及时凭中标通 知书、政府采购合同以及其他必备资料向参

与政府采购合同融资业务的金融机构申请融资。

2、 贷前资料审查。金融机构收到“政采贷”融资申请

后，对中小微企业提供的政府采购合同以及中标通知书真实

性进行审核，并根据业务操作规范对供应商进行贷前评审，

应在 3 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毕。

3、锁定付款账户。双方达成融资意向后，金融机构应

与中 小微企业和采购单位签订三方协议，锁定付款账户，

该账户应为提供融资服务的银行账户。

4、贷款发放。金融机构审核通过供应商融资申请后，

应在 3 个工作日内与中小微企业签订“政采贷”融资合同，

并向指定账户发放贷款，做好贷后管理。

5、按期归还。中小微企业获得贷款后应按照约定用途

使用 资金，自觉履行政府采购合同，按期还款。采购单位

在合同履 行完毕后，应根据合同约定时间及时将采购资金

支付到三方协议授信金融机构指定账户。

“政采贷”线上方式流程：

1、查询与预授信。参与“政采贷”业务的金融机构在

线查询政府采购项目中标(成交)公告、政府采购合同和中小

微企业融资意向及历史中标信息，核定预授信额度。

2、融资申请。中小微企业取得中标(成交)通知书后，

根据融资需求向意向金融机构在线提出融资申请，金融机构

对发起申请的中小微企业基本信息、项目中标(成交)内容及

合同属性等进行核实，确定是否提供相应的融资服务。

3、账户约定。在政府采购合同签订之前，参与“政采

贷”业 务金融机构对中小微企业融资账户有要求的，应与

其进行约定，并在政府采购合同中注明融资金融机构名称及

在该金融机构的 约定账户。在政府采购合同签订之后申请

融资的中小微企业，需要变更合同账户的，应及时向采购单

位提出申请。



4、贷款发放。金融机构与中小微企业达成融资意向，

共同 约定贷款额度、期限及利率等。金融机构将信贷资金

发放到中小微企业在本金融机构开设的约定账户或指定账户。

5、 资金支付及还款。政府采购管理系统对已融资的回

款账户进行系统锁定。参与融资的中小微企业完成履约验收

任务后，采购单位应按照约定的付款日期，通过国库集中支

付系统将资金支付到锁定账户，中小微企业应按照合同约定

及时还款。

二 、职责分工

( 一)财政部门。做好“政采贷”业务相关政策宣传、

引导、 服务和协调工作，不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加强政

府采购信息 共享。督促采购代理机构在采购文件中载明

“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友情提示”(“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友情

提示”由财政部门统一规 范),及时告知政府采购供应商融

资权利，督促采购单位政府采购合同公开及备案，履约验收

以及资金支付。

(二)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做好“政采贷”业务的宣传推

介、政策解读、信息共享等工作，加强对参与“政采贷”业

务金融机构的指导和监督。定期统计、汇总、分析和通报金

融机构“政采 贷”业务开展情况，并将完成情况纳入辖内

金融机构的年度综合考核评价。

(三)采购单位。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按照财政部关

于政府采购信息公开的工作要求，全面公开政府采购合同

信息， 及时进行合同备案。积极配合金融机构和中小微企

业开展融资 业务，对中小微企业在政府采购合同签订之后

申请融资的，配合做好约定回款账户的变更核准。

(四)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原则下，各金

融机构应积极开展融资服务。建立绿色通道，配备专业人

员定 向服务，制定合理的业务管理流程及规范，简化贷款

审批程序， 提高融资效率。加强贷后管理和现金流监管，

确保贷款资金安全。

(五)中小微企业。按时履行政府采购合同义务，自主确

定是否使用“政采贷”融资方式。融资合同签订后，中小

微企业应将与融资金融机构在融资合同中约定的账户作为政

府采购合同唯一回款账户，不得随意变更回款账户信息，确

保按时还款。



三 、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协调。财政部门会同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建

立工作协作机制，将政府采购合同融资作为政府采购支持中

小 微企业发展的重要抓手，明确目标任务，细化工作措施，

完善配套政策，强化宣传引导，统筹推进实施，确保我市政

府采购合同融资工作稳步推进。

(二)提供快捷的专业服务。对符合条件的中标企业首次

贷款申请，金融机构从受理申请之日起原则上应 5 个工作日

内 完成审批并放款，再次贷款申请应在 3 个工作日内完成

审批并放款。

( 三)降低融资准入门槛。根据中标企业的融资需求，

以 政府采购合同金额为限，金融机构应实行应贷尽贷，对

融资金 额小于政府采购合同金额的，金融机构原则上不得

要求中标企业提供抵押担保。

(四)降低“政采贷”融资成本。金融机构应遵循“保本

薄 利，让利于企”的原则，对“政采贷”业务实行优惠利

率政策，其 中对“政采贷”线上业务给予中标企业的融资

利率原则上应比同 期同类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利率低 20%以

上。金融机构不得另行收取任何费用和附加其他任何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