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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南行路，悠悠淮皖情。现代考古表
明，早在45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晚期，皋陶的
前辈东夷少昊氏族群就有分支踏上了皖西大
地。著名史学家李学勤先生在《皋陶事迹辨
误》(《皋陶与六安》(第二集)，黄山书社1997
年10月第一版)一文最后写道：“六国是皋陶
的直系后裔。六在今六安，英在六安西，两国
密迩。”“六、英迤南，以舒城为中心的群
舒，也是偃姓。这样，江淮之间，巢湖以西的
一大片地区，是偃姓聚居之地，与嬴姓并不混
同。”

笔者认为，李先生对偃姓诸国的认识是较
为准确的。史载偃姓诸国起源于东夷(山东)，
皋陶之后，经长期、反复的过程南迁至淮河流
域，并逐步在淮河南岸的皖西(含西南部分)、
豫东(商城、固始等)等地建立聚落地、城邑形
成方国、诸侯国，又称淮夷(非嬴姓部分，当
然与之有天然联系)，或南淮夷、淮南夷(特别
是在周初受周朝打击后)。根据河南、安徽龙
山文化遗址考证也大致可以认定。偃姓诸国强
盛期大约在西周中期至春秋中期。六安从
1990年代皋陶文化研究启动算起已经30多
年，笔者觉得，我们有必要对皋陶偃姓诸国进
行新的深入探讨研究。

一、从甲骨文中的偃姓“六”国说起

“ 其史仓 颉 ，又其 象 鸟迹，始作文
字。” (《帝王世纪第一》 )从中国文字发展
史来看，可知大致是从陶符 (陶文 )、甲骨
文、简 (牍 )文、青铜器铭文、锦帛文，到大
篆、小篆、隶书、魏碑、楷书等的，由于简
(牍 )文和帛书不易保存及至东汉造纸术逐步
成熟后，简牍和锦帛文字不再作为文献主体
保存，以至到了近代，简帛文献一度几乎少
有人提及，直至现代考古发现大量出土简牍
文献后，如郭店简、清华简、上博简、里耶
秦简、居延汉简等等，使得简牍文献研究渐
成显学(新出土简牍文献涉及皋陶的笔者有专
文，此文不述)。由于简牍文献不易保存的原
因，至今尚不能定论其是否与甲骨文同期出
现并应用。

“一片甲
骨惊天下!”王
懿荣于 1 8 9 9
年 发 现 的甲
骨文，把中国
信史大 大 向
前推进，从而
使传 说中的
商 朝 彻 底证
实。虽然甲骨
文以记载占
卜之类 的事
为主，但对各
类史事也有
所反映。偃姓
诸 国 中 的

“六”国是学
者 说 到甲骨
文记载比较
多 的 夏 商时
期 方 国 之
一。

齐文心先
生的《“六”为商之封国说》(见《皋陶与六
安》(第三集)黄山书社2017年10月第一版)，文
中较为详细地指出商代甲骨文中有8处(如《合
集》9185、18348臼、22333等)直接或间断涉
及到皋陶之后的偃姓六国，内容包括六国向商
王贡龟、六国的女子进献给商王做王妃、在六国
(地)设置监狱、六国是否会有灾祸发生等卜辞。
齐先生还认为，“秦汉以前，‘六’始终是江淮地
区的重要政治中心之一。”笔者知悉，齐先生曾
经参加过《甲骨文合集》的早期编纂。这篇论文
于1982年发表在《甲骨文探史杂》(三联书店)。
2016年6月，经市皋陶文化研究会约请，作者再
次作精心修改，成为一篇较全面论述六国为商
代封国的重要文章。作者文中还认为商朝时六
国已经迁徙到今六安区域。

何光岳先生在《六国考》(《求索》1988
年第6期)中也论述了甲骨文中的“六”国。认
为：六国是商朝的属国，与商关系密切，经常
向商进贡龟等物。(商王朝)在六国设立监狱，
以囚禁反抗的方国和部落的人民与奴隶。可见
商对六的忠心是放得心的，因而也非常关心六
国的安全。

除此外，笔者发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先秦
教研室主任朱彦民先生在《甲骨文中的夏代痕
迹》(《古籍》2022年1月)中写道：“‘六’是禹封的
一个诸侯国，至商代晚期，六国还在。如甲骨卜
辞云：‘贞于六。’(《合集》8091)”“甲骨文中的

‘戈方’，当是夏族后裔的一支。”“雇国是汤伐桀
时征伐的一个诸侯，但汤灭夏后，雇国仍存在。”
朱先生文中同时指出:“见于殷墟甲骨文中的
杞、曾、六、戈、雇五个诸侯国，是夏代就受封的
诸侯而在商代被续封。”

夏代是中国王朝历史的开端，先秦文献中
有诸多关于夏代的记载，对“夏史”的认识是
先秦人的“公共知识”。在夏代早期，就有华
夏族群与东夷族群权力争夺的故事，如“后羿
代夏”、“寒浞篡位”，说明了东夷族群早在
夏代就是一支重要的力量。

《史记·夏本纪》载：“禹立而举皋陶荐
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于英、
六，或在许。”“许”一般认为“舒”。从地
理位置看，六在中，英、蓼居西，群舒居南，
从楚国吞并偃姓诸国的路径来看，靠近楚国的
英、蓼最先被兼并，稍后是六，最后被兼并的

为群舒，也显示了合乎常理的兼并过程。
当然，东夷族群中嬴姓伯益族群(也作“化

益”)也是先秦时期一支重要的力量。其后裔国
有徐国、钟离、黄国、江国等，诸国位置主体
大致在苏北、皖北和豫东南、鄂东北的淮河以
北地域。根据清华简《系年》等史籍考证，秦
国也是其后。至于伯益是否为皋陶子，大致不
可信。

《左传》《尚书》《史记》《淮南子》
《汉书》等重要史籍中均有对皋陶以及偃姓国
的记载，《世本》《帝王世纪》《竹书纪年》
中也有一些书写。虽然它们陈述的夏商周史实
鲜有同步编纂，但《左传》《史记》等相对权
威一些。《世本》《帝王世纪》《竹书纪年》
由于失传(失散)，为后人搜集辑证成书的。对
这些史书记载的史事真伪需要借助其他文书载
体加以比读甄别，这就讲到下面有铭文的青铜
器了。

二、青铜器铭文中的偃姓国

青铜器铭文或称钟鼎文、吉金文，是商
代、周代至春秋战国时期国君或诸侯国将重大
事件、祝祷词等类事令人镌刻在青铜器上的文
字。西周时期的器铭多为歌功颂德所作。一般
来说商代的青铜器钟文比较短，几个、十几个
字居多，几乎没有超过50个字的。如商二祀邲
其卣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传1940年前出土于
河南安阳，是商代故宫青铜器。该器外底铸铭
文39字，盖及内底各铸“亚獏父丁”4字。是
现存商代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几件之一。商代
青铜器中还有不少是仅镌刻族徽或族符的，或
可解说为文字。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到了西
周、春秋时期，镌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达几十
个、一百多个字的属于常见的了，迄今为止发
现铭文最长的青铜器是毛公鼎。此器是西周晚
期毛公所铸，鼎高53 . 8厘米，口径47 . 9厘米，
造型端庄稳重，铭文长达497字。

笔者认为，青铜器铭文对研究中国早期历
史文化十分重要。因为：其一时代早；其二因
材质特点而保存较好；其三是记载的史事较为
可靠。考古发现偃姓诸国青铜器不少，特别是
于春秋时期的群舒青铜器较多且特色明显，如
兽首鼎、曲柄盉、折肩鬲等，但留下文字的
少。然而，笔者发现，至少有以下5件青铜器
或青铜器拓片涉及到偃姓诸国，这对我们研究
西周至春秋时期淮河流域的皋陶偃姓诸国或所
控地域有着特定的意义。

1 .《翏生盨》。征南淮尸 (夷 )，伐角、
津，伐桐、遹，翏生从。(《集成》4459，西
周晚期)。

盨中“桐、遹，翏”为偃姓诸国或为淮夷
古国名称。

2 .《伯 父簋》。隹 (惟 )王九月初吉庚

午，王出自成周，南征，伐 (孳) (英)、

桐、 (遹)。(《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七辑]，
西周晚期)

簋中“ (英)、桐、 (遹)”为偃姓诸国或淮
夷古国名称。该簋铭“桐”前两地名(或族名)“子、
(英)”与桐皆相邻或相近。李学勤先生认为“桐”
前一字从“央”声，当即史籍里的“英”，或称“英
氏”，汉石经《公羊传》作“央”。

3 .《录伯 (戈冬)簋》。簋盖上铸铭113字
(现存为拓片)。笔者选其前面的33个字:隹(惟)

王正月，辰在庚寅，王:“录伯 ，繇自乃祖

考，有于周邦，右闢四方，惠弘大命，汝肇不

坠。”(录伯 簋《集成》4302)此器时期应为
西周中期。

对簋中关键字，一般认为：“伯”，即
“伯爵”；“录”，即为“六” (偃姓之六
国)；“繇”为皋陶；“考”为祖先的意思。分
析这四个关键字，我们大体可知，皋陶为六国
的先祖；六国为周王朝所封伯爵级别的诸侯
国，为偃姓诸国中高等级(巢国也曾为伯爵，其
他偃姓国一般为子爵或男爵)，地位重要；周王
朝期望六国服从其领导并给予奖励。

4 .记载史书中缺失的穆王伐东国狷戎之事
的《班簋》。铭文中有，“繁、蜀、巢”令，
当是因为这三地是讨伐淮夷时新近取得的。繁
即繁阳，在今河南新蔡北。巢原为淮夷中小
国，在今桐城南。蜀的所在不详，可能在合肥
西蜀山。这时穆王命令讨伐的东国狷戎，可能
是淮夷或徐戎的一支。

5 .《兑盆》(或《况盆》，8行46个铭文)。
唯王二祀，王令(命)应伯正(征)淮南夷从，率
厥友尃(搏)于为爲(为)山，休又(有)禽(擒)，无
( )，用对，乍(作)簋，拜稽首，用(祈)永霝
(灵)冬(终)于厥文且(祖)敔季。(兑盆《文物》
2020年第1期)。

兑盆 (或称兑簋)是新出土文物 (见《文物》
2020年第一期)，其中“为”字，黄益飞、谢尧亭认
为可读为“霍”字。对其“为山”二字，赵燕姣、黄
益飞均认为这一地应在淮河流域。赵燕姣认为

“为山”即今安徽六安境内的霍山。黄益飞、谢尧
亭认为“为山”的霍山即今安徽潜山县之天柱
山。《汉书·地理志·庐江郡》：“天柱山在南，有
祠。”王先谦《补注》：“《尔雅》：‘霍山为南岳。’郭
注：‘即天柱山，灊水所出。’《禹贡·山水泽地
篇》：‘霍山为南岳，在庐江灊县西南。’注云：‘天
柱山也。’《纪要》：‘一名皖公山，在潜山县西北
二十里。’”总之，笔者认为在今皖西或皖西南无
疑，地域在皋陶后裔偃姓国内。兑盆时代应为西
周中期偏晚时期。此
器虽然没有提及国
名，但推测所征战方
为偃姓诸国的舒或桐
国。

赵燕姣释该铭文
大意为：恭王二年，
王命今应伯征伐南淮
夷，兑随从并率领亲
族(与南淮夷)搏杀于
霍山一带，并取得了
收获且自身无碍。复
令后，作了一件簋，
兑拜稽首，祈求文祖
敔季能(给后人降下)

福 。她还推测：
兑盆记录的极有可能
是由于淮夷远袭晋
南，周王命与应侯就
近攻击其大本营，兑
则率亲族与北上的淮
夷战于霍山一带。

三、古籍中记载的偃姓诸国比读

笔者认为，除上述的甲骨文、青铜器铭文
外，从传世古籍的比读中我们也可以加深对偃
姓诸国的认知。列举如下：

1 .商务印书馆于1957年将清人王谟、秦嘉
谟、苑泮林等的八种《世本》辑本加以汇集、
校勘，整理出版了《世本八种》。2008年中华
书局重印。《世本》为先秦重要史籍之一，司
马迁作《史记》，曾采用其资料。然而古《世
本》在唐代已有残缺，南宋后亡。对清人辑本
八种，后人评价秦本(秦嘉谟)最全，王本(王
谟)最早，苑本(苑泮林)最严谨。笔者摘《世
本》 (秦嘉谟辑补本 )云：案阮为偃姓国，见
《潜夫论》。确而可信，汉地理志作晼。君国
民作皖。元和郡县志又作皖。云偃姓皋陶后，
太平寰宇纪等书，皆为春秋时皖子国。英氏，
咎繇之后。桐，偃姓，《左传》定二年“桐叛

楚”，杜预注：“桐小国”，庐江舒县西南有
桐乡。《世本·氏姓篇》(苑泮林辑本)中记“偃
姓，舒庸、舒蓼、舒鸠、舒龙、舒鲍、舒
龚”；“晋悼公大夫有舒鲍无终”；“蓼、六
皆偃姓”。《世本》(秦嘉谟辑补本)又云：理
氏、里氏、相里氏、李氏等为皋陶偃姓后裔。
《世本八种》的作者基本记述“群舒”为皋陶
偃姓后裔在江淮地区(楚东境)建立的小国。

2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曰：
“皋陶生于曲阜。曲阜，偃(奄)地，故帝(舜)因之，而
以赐姓曰偃。”这是偃姓说法的来源。《帝王世纪》
(《后汉书·张衡传》注)：“皋陶卒，葬之于六，禹封
其少子于六，以奉其祀。六故城在今寿州安丰县
南也。”对秦末汉初的三大战将之一英布，《史记》
等均基本认为其姓来自偃姓国，为皋陶后裔。以
国为姓是夏商周三代的习俗。“偃”与“奄”地有不
解之缘，难怪公元前622年六和蓼国被灭，鲁国大
夫臧文仲发出了“皋陶庭坚不祀忽诸。德之不建，
民之无援，哀哉！”之叹。(王宁在《“皋陶庭坚”说
疑》一文认为，“庭坚”应原为“圣贤”)

3 .王符的《潜夫论》卷第九，志氏姓第三十
五。偃姓舒庸、舒鸠、舒龙、舒共 (龚 )、止龙 (舒

鲍)、郦、淫(繇)、参(蓼)、会、六、院(皖)、 (英)、
高(鬲)国，……此皆大吉之姓。“院”字，汪继培笺
认为当作“皖”。《路史·国名记》二引《地记》：

“皖，偃姓，皋陶后。”
4 .古本《竹书纪年》:周穆王四十七年，伐

纡，大起九师，东至于九江，比黿以为梁。(《太平
御览》卷三 0五兵部 )《存真》云 :“‘纡’当作

‘纾’，形近而譌，‘纾’、‘舒’通用”。笔者比较周
穆王时的青铜器《录伯(戈冬)簋》(存拓片)所述
之事，这里的“伐纡”，有可能伐的对象为偃姓
诸国的“舒国”。

对皋陶后裔国的研究论文较少，笔者列举如
下：一是逄振镐的《皋陶偃姓古国与姓氏》。逄文
依据《世本》(秦嘉谟辑补本)等古本认为，偃姓古
国有：偃国、谣国、绞国、鬲国、郦国、六国、英国、
群舒(皆偃姓，散布在舒城、庐江、巢湖一带)、会
国、巢国、皖国、桐国、棐国、阮国等，姓氏包括李
氏、皋氏、甄氏、相里氏、段干氏等。二是杨东晨
和杨建国的《皋陶后裔国的分布及兴亡》。文中
认为：六国，分别为夏、商的盟国，不断向南传播
华夏文化。至周昭王征南淮夷时，六国君率先归
服于周，受到封赏，由子爵升为伯爵国。群舒。它
们系近亲族国。群舒主要分布在巢湖区域。由舒
国再分舒庸、舒蓼、舒鸠、舒龙、舒鲍、舒龚及宗、
巢等八个小国。三是杨国勇和苗润莲的《皋陶后
裔流衍考》。文中认为：夏代已有偃姓封国。英、
六封于夏初。群舒是东夷集团皋陶之后的一部
分。四是龚维英的《对皋陶及其裔族的族属和史
实的辨识》。龚文认为，皋陶原籍山东曲阜，皋陶
葬地在六安。六国自建立至灭亡，存在14个世
纪，活动屡见于记载。四篇论文均见《皋陶与六
安》(第二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
臣”，当周天子权威失坠，诸侯蜂起，又是一片新
天地了。古本《竹书纪年》载(《后汉书·西羌传》
注)：“后十年，(周)幽王命伯士伐六、济之戎，军
败，伯士死焉。”龚维英认为这个“后十年”指周宣
王三十九年的后十年，即周幽王三年(公元前779
年)。六、济联军对抗王室(济在山东，亦为东夷)，
打了个漂亮仗，把周幽王麾下的统帅伯士打死
了。再过八年，到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西周
土崩瓦解，周天子被犬戎杀于骊山下。何光岳在

《六国考》中认为:“山东半岛以济国为首的东夷
集团，和淮水流域以六国为首的南淮夷集团，乘
机勾结起来叛乱，还把周幽王派来征伐的大将伯
士打败并杀死，获得了空前的胜利。当然，这场战
事由于时空跨度大，对战事从“六、济”方、“戎”称
谓、到地点，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考证，西
周时期“戎”并非西戎的专用词，淮夷也可以称淮
戎。为争夺盐、铜等战略物质和争夺战略要地，周
朝时的个别长距离作战可能超过后人想象。学界
认为西周中晚期，淮夷或南淮夷曾内侵至伊洛盆
地，直逼王朝的中心的成周一带。当然对两周断
代时期的“伯士伐六、济之戎”的真实情况，有待
考古的深入揭开其面纱。

风起云涌，潮起潮落；敬畏历史，传承文
明。从公元前646年英国被楚成王所灭，至公
元前506年群舒等江淮地区偃姓国暂属吴国，
又至春秋末年，全部重新被楚国掌控，直至秦
朝大一统。笔者认为，对偃姓诸国的深入研
究，不仅对六安，而且对安徽的历史文化都有
一定的意义。

(作者系六安市皋陶文化研究会会长)

偃偃 姓姓 诸诸 国国 新新 探探
戚卫国

（上接一版）
霍山县一体推进霍山石斛品种选

育、种植、加工、流通、品牌建设，
壮规模、塑品牌、拓市场、促增收，
做好霍山石斛大文章，在规模化种
植、市场化开发、产业化发展上下功
夫，延伸精深加工产业链条，培育壮大
龙头企业。目前，全县霍山石斛种植面
积2 . 01万亩，相关联的生产经营主体
有2700余家，其中产业化龙头企业57
家（其中省级12家），高新技术企业8
家，规上企业12家。截至2024年，霍山
石斛全产业链产值达57 . 96亿元。

对“仙草”的精心呵护，也为霍山
县带来可喜的经济社会效益。经过十
来年的发展，霍山石斛产品形式涵盖
了农产品如枫斗、花茶、鲜条，普通
食品如冻干粉、饮料、即溶粉、原
浆，保健食品如颗粒、浸膏、含片、
软胶囊，中药饮片如枫斗、干条等，
通过线上和线下渠道销售，涌现出了
九仙尊、天下泽雨、斛生记等众多石
斛品牌。全县霍山石斛生产经营主体
流转土地、山场3万余亩，每年为群众
带来租金收入1000多万元，提供就业
岗位3万个，劳务收入5 . 2亿元。

“霍山石斛作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道地药材之一，
市场空间巨大，产业前景广阔。”霍山县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霍山县将不断延伸霍山石斛产业链、丰富产
品链、提升价值链、优化服务链、扩大影响面，以产业振
兴促进乡村全面振兴，高质量打造全省乡村振兴先行示
范区，争当大别山区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悠悠几十载，拳拳护“斛”情。近年来，霍山县
先后被认定为“中国石斛之乡”“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
区”“国家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2021年，霍山县获批建
设霍山石斛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一代代
守“斛”人秉持初心，接力守护林间这一株“仙草”，续
写着新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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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字率提高到4%左右，赤字规模达到
5 .66万亿元，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9 . 7万亿
元，新增政府债务总规模11 . 86万亿元……在
23日至24日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5年
年会上，财政部部长蓝佛安通过一系列数据，
向海内外嘉宾详解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
如何发力。

“2025年党中央明确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
政政策，持续用力、更加给力，这是在去年9月
26日一揽子增量政策基础上，对财政政策的进
一步深化提升。”蓝佛安说。

针对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一些困难
和挑战，蓝佛安表示，与过去相比，现在我国经
济和财政实力明显增强，宏观调控和财政治理
的实践经验更加丰富。我国经济发展的信心和
底气来自于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
潜力大的长期发展支撑，也来自于始终对风险
保持清醒认识并留有后手，为应对可能出现的

冲击和挑战预留了充足的财政空间。
今年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一个鲜

明特点是统筹用好政府债券、财政贴息、专项
资金、税费优惠等各类政策工具，并加强与货
币、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的协同，打好政策
的“组合拳”。

蓝佛安介绍，在政策发力重点上，今年将聚
焦高质量发展的薄弱环节和经济循环中的堵点
难点，加大支持力度。同时，把握好政策节奏，对
已经确定的政策能早尽早出台，让政策实施与
市场预期更加匹配，增强各方面获得感。

谈到今年财政政策的着力点，蓝佛安表
示，首要任务是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
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

“我国拥有全球最具潜力的超大规模市
场，消费增长空间十分广阔。”蓝佛安说，为了
将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中央财政拿出真
金白银，从供需两侧发力提振消费。

根据预算安排，今年我国发行超长期特别
国债13000亿元，比上年增加3000亿元，其中，
8000亿元用于更大力度支持“两重”项目，
5000亿元用于加力扩围实施“两新”政策。

蓝佛安介绍，今年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
3000亿元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比上年增加
1500亿元。“资金规模比去年翻了一番，有助于
直接降低消费者购物成本，并注重惠民生和促
消费相结合，通过提高养老金水平、发放医疗
补贴等方式，不断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

蓝佛安说，在支持扩大有效投资方面，今
年财政资金量也较大，不同渠道资金统筹安排
各有侧重，并建立专项债券管理新机制，让地
方政府有更多自主权。同时着力调动民间投资
的积极性，撬动更广泛的社会投资持续增长。
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也是今年财政

政策的支持重点。蓝佛安表示，中央财政将强
化对教育、科技和人才的支持，促进科技创新

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入，完善财政科技经费分配
和管理体制机制，全力支持打赢关键核心技术
攻坚战，推动“人工智能+”行动。

“企业是创新创业的主体，我们将完善各
项惠企助企政策，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
发展的政策措施，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实
现创新发展。”蓝佛安说。

对于海外关切的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
险问题，蓝佛安表示，将按照科学分类、精准置
换的原则，进一步做好隐性债务置换工作，确保
早发力早见效。同时加快推进地方融资平台市
场化转型，进一步阻断新增隐性债务的渠道。

此次年会吸引了众多跨国公司的全球高
管参会。蓝佛安表示，财政政策将支持推动更
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稳外贸稳外资，在政策
支持政府采购等方面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各类
经营主体，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更多外资
企业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

蓝佛安表示，随着去年四季度一揽子增量
政策效果持续释放，叠加今年实施更加积极的
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中国经济一定能够持续
向好，在复杂多变环境中稳健前行。

“我们将密切关注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
充实完备政策工具箱，有力有效应对前进道路
上的风险挑战。我们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充满信
心，愿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创美好未来。”蓝佛安
说。 (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

财政部部长蓝佛安：

打好政策“组合拳”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将持续发力
新华社记者 韩佳诺 申铖

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记者 姜琳)记
者24日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下发
关于进一步加大金融助企稳岗扩岗力度的通
知，在原有小微企业基础上，将小微企业主、
个体工商户等个人纳入稳岗扩岗专项贷款支
持范围；同时提高授信额度，将小微企业最高
授信由3000万元提高至5000万元，对个人最
高授信1000万元。
近年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中国银

行分支机构实施稳岗扩岗专项贷款，已取得良

好效果。为更好发挥金融对稳就业、扩就业的
支持与引导作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下发此
次通知，进一步加大金融助企稳岗扩岗力度。

通知降低了稳岗扩岗专项贷款申请门
槛，将贷款申请条件由用工人数不减少，放宽

到用工人数减少水平低于上年度城镇调查失
业率控制目标；降低了利率水平，明确贷款利
率最高不超过4%，最低可至2 . 9%。此外，通知
提出探索通过“创业担保贷款+稳岗扩岗专项
贷款”合并办理的组合贷款方式，进一步提升

贷款便利度。
截至2024年9月底，全国登记在册个体工

商户达1 . 25亿户。专家表示，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的相关举措，将帮助更多小微企业降低成
本、减轻经营负担，推动培育更多创业企业、个
体工商户等经营主体，从而更好带动就业。

通知还要求各地人社部门持续深化政银
合作，积极拓展稳岗扩岗专项贷款合作银行
范围，探索开发数字化、线上化稳岗扩岗专项
贷款产品。

最高可贷5000万元！
金融助企稳岗扩岗力度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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