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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属企业借出资金与提供担保管理若干规定

为规范省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企业和列名监管企业（以

下简称“省属企业”）的借出资金与提供担保行为，有效防控经

营和财务等风险，保障国有资产安全，现就省属企业借出资金

和提供担保管理规定如下：

一、建立健全管理制度。省属企业应进一步增强风险意

识，健全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体系，审慎对待和严格控制借出

资金与提供担保产生的债务（或有债务）风险。应结合自身实

际，进一步修订完善集团内企业借出资金和提供担保管理制

度，规范内部审批程序，细化审核流程，加强风险防范，强化

责任追究。

借出资金指向他人直接出借资金，不包括因资金集中管理

所发生的向上归集资金，以及所归集该企业资金范围内的资金

拨付。集团采取统借统还形式向所属企业提供资金的应纳入借

出资金管理范畴。

提供担保主要指为他人借款和发行债券、基金产品、信托

产品、资产管理计划等融资行为提供各种形式担保，包括一般

保证、连带责任保证、抵押、质押等，也包括出具有担保效力

的共同借款合同、差额补足承诺、安慰承诺等支持性函件的隐

性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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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严格落实禁止性和限制性规定。省属企业不得向自然

人和无产权关系的企业借出资金或提供担保（省属企业集团内

通过集团财务公司借出资金及集团内企业之间提供担保的除

外），不得超持股比例向无实际控制权的参股企业借出资金或

提供担保。

严格控制超持股比例向控股（实际控制）企业借出资金或

提供担保。

严格控制向资产负债率高、资金链紧张等高风险企业借出

资金或提供担保。原则上不得对进入重组或破产清算程序、资

不抵债、连续三年及以上亏损且经营净现金流为负等不具备持

续经营能力的子企业（参股企业）借出资金或提供担保，原则

上不得对金融子企业提供担保，因特殊情况需要借出资金或提

供担保的，应按照谨慎、可控的原则，由省属企业董事会审

批。

无产权关系的集团内企业之间原则上不得提供担保，确需

提供担保且风险可控的，需经省属企业董事会审批。

严禁假借经营、投资活动等名义变相借出资金，如融资性

贸易、明股实债等行为。

三、加强预算管理。省属企业应制定年度借出资金和提供

担保计划，细化资金金额、用途等相关事项，纳入预算管理，

按国资监管相关规定报告省国资委。要按照谨慎、可控原则，

加强担保总额和单户限额管理，以绝对值或相对值方式明确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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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标准，经董事会审议批准，控制标准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

更；已超过控制标准的，要制定具体压降方案，确保担保总

额、单户额度逐步压降至控制标准内。贸易类省属企业原则上

担保总额（已授信未融资的担保除外）不应超过最近一个年度

合并会计报表所有者权益的 50%、对单户子企业担保限额不应

超过被担保方所有者权益 5倍的标准。

四、收取借出资金利息及担保费。发生借款业务的企业双

方，应当签订借款合同或协议，明确借款用途、金额、期限、

利率、计息还款方式、担保或质押等还款保障和违约责任等。

省属企业收取借出资金利息一般不低于本企业同期融资成本或

取得该资金的融资成本，超持股比例借出资金的，利率标准适

当提高。省属企业提供担保的，应规范办理担保手续，收取合

理的担保费，超股权比例提供担保的，担保费用标准适当提

高。对全资子企业借出资金或提供担保的，可以视管理成本情

况减免借出资金利息或担保费。具体标准由省属企业董事会决

定。

五、有效落实风险控制措施。省属企业向有关企业借出资

金或提供担保，应当对该企业资金需求和用途以及企业资产质

量、运营情况、偿债能力等进行分析评估，确定具体限额和相

应风险控制措施。对近三年因借款或担保造成省属企业发生损

失的企业，审慎对其借出资金或提供担保；属于参股企业的，

应停止对其借出资金或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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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持股比例向控股（实际控制）企业借出资金或提供担保

的，应以借出资金金额或提供担保额度为标准，取得借款方、

被担保方有效资产担保或反担保；或取得借款方、被担保方其

他股东按持股比例提供的担保或反担保。对高风险子企业和无

实际控制权的参股企业借出资金或提供担保的，应以借出资金

金额或提供担保额度为标准，取得借款方、被担保方担保或反

担保。提供担保或反担保标的物应合法有效、可执行可变现。

超持股比例为控股（实际控制）贸易企业的贸易业务借出

资金或提供担保，应积极争取担保或反担保，担保或反担保标

的不能覆盖额度的，省属企业应通过加强对该贸易业务的风险

管控，如通过对贸易规模控制、贸易方式及模式评估、客户信

用评审、强化资金和货物控制等措施管控贸易业务风险，从源

头上有效管控借出资金或提供担保风险。

对所控股上市公司、少数股东含有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基

金的企业超股比借出资金或提供担保且无法取得担保、反担保

的，经集团董事会审批后，在符合借款、担保监管等相关规定

的前提下，可向借款方、被担保方依据风险程度提高借款利息

或担保费，并加强对其经营活动的管控，有效防范风险。

六、严格决策程序。省属企业借出资金或提供担保的年度

计划，以及年度计划外借出资金或提供担保事项，由股东会或

董事会审议批准。超持股比例借出资金或提供担保的，借款方

或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超 80%的，以及企业认为属于高风险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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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的，均应在年度计划中特别列示，充分说明借出资金或提供

担保的必要性、规模、期限和风险控制措施等，也可以出具专

项风险评估报告，作为股东会或董事会决策的重要参考资料。

七、加强后续监督管理。各省属企业应将借出资金与提供

担保管理纳入内控体系，建立相关业务台账，加强借出资金和

提供担保的后续监管和风险防控，涉及借款或担保的子企业应

通过集团资金集中管理等措施加强监控，督促按照确定的用途

使用资金，防止资金挪用。要跟踪掌控担保、借款业务及相关

事项的运营情况，密切关注借款方或被担保方财务状况，对债

务负担重、运营资金紧张、资金链脆弱的企业要加大过程监控

力度，对可能存在损失风险的借出资金或提供担保事项及时采

取应对措施，避免或最大限度减少损失。发生借出资金或提供

担保重大损失风险的，应及时处置并报告省国资委。

八、严肃问责追责。省属企业应建立有效责任追究工作机

制，发生担保代偿或借款逾期，1年内未能全额收回应收款项

或提供有效资产保全的，按相关制度规定启动问责程序，开展

定性、定损和定责工作，并根据认定责任和损失情况，严格进

行问责追责。

九、其他规定。省属企业借出资金或提供担保行为不得违

反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省属企业集团内因承担政府专项任

务发生的借出资金和提供担保行为的，经履行规范程序，可放

宽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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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属企业各级子企业参照执行本规定。金融企业不适用本

规定。上市企业的监管机构相关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从严

执行。

本规定自 2022年 8月 1日起施行。《省国资委关于进一步

加强省属企业借出资金与提供担保管理的通知》（苏国资

〔2021〕15 号）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