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险资一年买信托逾万亿元

信保合作料重点发力基建领域

本报记者 戴安琪 潘昶安

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日前发布的《2018-2019保险资产管理业调研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底，保险公司投资信托合计占总投资资产的9.1%，在保险机构可投的各类金融产品中占比最高。66%的保险公司已投资信托产品。

一些保险机构人士表示，今年保险资金对于信托产品的需求依然强劲。 其原因在于，今明两年，险资进入另类资产到期高峰期，在优质资产竞争激烈的背景下，保险公司希望通过信托计划，满足其另类资产配置需求。 事实上，早在去年底，一些保险公司就已经开始进行相关布局。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现有监管规则下，随着受处罚的信托公司增多，保险公司可合作对接的对象在减少。 双方信用评级及风控标准有差异，资金资产较难匹配，也是信保合作的一大痛点。 业内人士认为，未来信保合作可重点在不动产领域、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资产证券化及消费金融领域发力。

今年险资配置意愿仍强烈

根据中保登数据，从规模上来看，2012年信保合作起步时，只有6家保险公司投资信托计划、当年投资规模为294亿元；到2018年底时，共152家保险公司投资信托计划，年度投资规模达1.26万亿元。 保险机构人士表示，今年保险资金对于信托产品的需求依然强劲。

普益标准研究院龙燕表示，目前信保合作主要有三种业务类型：一是保险资金对接信托资产，拓展保险资金的运用渠道；二是金融产品信托，如保险金信托和企业年金信托；三是股权投资，双方相互参股，为后续其他渠道的拓宽打下基础。

华北地区某保险机构高管指出，保险资金作为有偿运用的资金，需要追求绝对收益，因此风险偏好较为稳健。 而另类投资收益稳定、能穿越周期，已经成了保险资金配置中的“稳定器” 。 2019年和2020年将成为保险业集中配置的另类投资资产到期的高峰期。 资管新规实施后，非标产品供给减少，保险机构积极拓展另类保险产品，以提前应对非标资产集中到期的再配置问题。 但是不少保险分支机构和人员有限，缺乏项目触角，希望能借助信托优势，提供优质另类投资资产。

一位保险机构金融产品部门负责人表示：“过去两年信用风险暴露，目前多数保险及保险资管公司风险偏好更低，对融资主体的资质要求更高，优质资产的竞争进一步加剧。 加上监管对房地产融资严格限制，保险债权投资计划注册速度比较慢，债权投资计划供应不足，保险机构对信托产品的需求量更大了。 据我所知，许多保险机构从2018年年底就开始布局了。 ”

业内人士认为，信托机构与保险机构各有优势，二者可以形成良好的互补。 信托公司灵活的制度是其经营优势，可为包括险资在内的大体量资金提供股权、债权等保值增值服务。 保险资金则有长期低成本的特点，其长期稳定的机构客户可以发展成为信托公司的资源。

信保合作两大痛点待解

但不可否认，信保合作目前在制度、风控评级等方面存在痛点。

根据原保监会2014年5月《关于保险资金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要求，担任受托人的信托公司应当具备以下条件：一是近三年公司及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重大刑事案件且未受监管机构行政处罚；二是承诺向保险业相关行业组织报送相关信息；三是上年末经审计的净资产不低于30亿元。

分析人士称，制约不少公司开展信保业务的正是“近三年公司未受监管行政处罚”这一条件。 某信托业务人员坦言，如果这一标准不修改，保险、信托都很难开展业务。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剔除净资产低于30亿元的9家信托公司后，又剔除2015年至今受到过监管行政处罚的37家信托公司，最终只有22家信托公司有资格开展信保业务合作。 这22家信托公司分别是：中信信托、中诚信托、中粮信托、民生信托、外贸信托、英大信托、新时代信托、五矿信托、苏州信托、四川信托、爱建信托、交银信托、江苏信托、建信信托、陕国投、华融信托、杭工商信托、重庆信托、长安信托、渤海信托、北京信托和国元信托。

因受罚而无法继续开展信保合作的某信托公司业务员表示：“现在能开展信保业务的信托公司数量减少了。 但可能每家信托公司情况不一样，所以影响有限。 一是可以做的信托公司不多；二是监管有规定，信托向他人提供贷款不得超过其管理所有信托计划实收余额30%。 目前不少信托公司的贷款额度已经用完，无法承接新业务；三是保险有自己的资管计划，通过信托走的规模总体也不大。 ”

信保合作的另一问题，则是双方信用评级及风控标准有差异，资金资产较难匹配。 资深信托研究员袁吉伟就表示，保险资金对于项目质量要求较高，与信托项目匹配率并不高。 有的信托公司资金端来源中，保险资金占比大一些，但是大多数信托公司的资金端保险资金很小，目前资金端更依赖个人。

智信资产管理研究院研究员李洁称：“虽然保险公司有各自的投资标准，但是保险资金投资的偏好整体趋同，喜欢信用资质高、融资期限长的融资主体。 一般而言，保险公司偏好3-5年的产品期限，资质较好的主体可以考虑7-10年；对产品收益率的要求，通常对标同主体公开市场债券溢价50—100个基点；且偏好于AAA级及以上主体或者强AA+主体，少数保险机构可接受AA+的融资主体。 总体而言，保险资金向头部主体聚集，风险下沉难。 这给信托公司造成困扰的是，每家保险公司都有一套复杂的内部信评体系，且各家存在差异性。 在外部评级机构的评级中，能达到投资级的融资主体，在保险公司内部的信评体系中却不一定能达到投资级标准。 信托公司能够服务的融资主体，信用资质偏弱、融资期限偏短，导致在主动管理方面，双方合作并不是很顺畅。 ”

未来重点发力三领域

今年2月，有市场传闻称，有关部门正酝酿修改信保合作条件，受行政处罚而无法开展信保业务的信托公司有望“松绑” 。 相关部门正在推动监管规则修订，进一步明确重大处罚与一般处罚，“重大”的认定将大概率以罚款金额为标准。

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多位相关人士均表示，截至目前，尚未听说有新进展。 但相关人士均希望合作条件能够“松绑” 。 袁吉伟认为，“松绑”后对信托公司而言，资金渠道可以宽一些；与此同时，也能更好满足保险资金配置非标资产的需求。

李洁认为，信保合作未来可在以下三个领域重点发力：一是不动产领域。 有保险资管公司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会考虑部分弱主体、强项目的资产，前提是信托公司通过交易结构的设计、有效的风控措施及投后管理提高项目的安全性。 这给信托公司更大的发挥空间，信托公司可以充分发挥身在项目获取、结构设计、风险及投后管理等方面的优势。

二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由于基础设施融资主体及项目分散，保险公司难以覆盖，需要信托作为其“触角” ，主动提供投资机会。 在合作模式方面，除了传统的债权计划外，还可以考虑股权计划、资产支持计划、产业基金等方式也，可以根据双方资金及风控等要求选择。

平安信托副总经理李宇航表示，信保合作正深入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领域，不仅可发挥险资长期资金的优势，且有助于普通投资者分享我国经济发展的红利。 李宇航认为，当前，信保合作进入深度磨合期，两者之间的合作与创新空间很大。 仅在高速公路股权投资领域，信保合作的前景就很值得期待。 信托公司是专业的投资机构，在项目搜索、项目筛选、投资风险控制、资金募集、投后管理等方面都具有专业的投资能力和丰富的投资经验。 而保险资金偏好长久期、稳定收益的投资项目，对投资收益要求相对不高，与已通车的存量高速公路的行业特性最为契合，抵御经济周期波动的能力也更强。

三是资产证券化及消费金融领域。 李洁表示，不动产领域的证券化业务今年存在较大空间。 以往房地产领域是卖方市场，但如今正在向买方市场转变，开发商融资不便，谈判话语权降低，此时正是拿到能够产生稳定现金流的优质核心物业资产的好时机，并且有抵押品的保障，这种优质资产的证券化产品，符和追求长期险及固定收益的险资的偏好。

此外，部分保险资管已经给消费金融企业融资，且客户集中在第一梯队企业。 目前头部消金企业的融资成本低，投资收益率下降，且融资期限短，与保险资金的需求并不完全匹配。 信托公司在消金资产上跟保险合作时，主要可以朝三个方向拓展：一是帮助保险公司做履约险产品，信托公司给保险公司提供系统和数据支持；二是目前有信托公司将今年消费金融业务的重心放在消费金融资产的证券化上，保险资金可以投资第一梯队消费金融资产的ABS的劣后级，以取得相对较高的收益；三是目前给第二梯队的消费金融企业融资还能获得可观的投资收益，信托公司也在为第二梯队企业输出系统及风控等服务，扶植其成长。

今年险资配置意愿仍强烈

根据中保登数据， 从规模上来看，2012年信保

合作起步时，只有6家保险公司投资信托计划、当年

投资规模为294亿元；到2018年底时，共152家保险

公司投资信托计划，年度投资规模达1.26万亿元。保

险机构人士表示， 今年保险资金对于信托产品的需

求依然强劲。

普益标准研究院龙燕表示， 目前信保合作主要

有三种业务类型：一是保险资金对接信托资产，拓展

保险资金的运用渠道；二是金融产品信托，如保险金

信托和企业年金信托； 三是股权投资， 双方相互参

股，为后续其他渠道的拓宽打下基础。

华北地区某保险机构高管指出， 保险资金作为

有偿运用的资金，需要追求绝对收益，因此风险偏好

较为稳健。 而另类投资收益稳定、能穿越周期，已经

成了保险资金配置中的“稳定器” 。 2019年和2020

年将成为保险业集中配置的另类投资资产到期的高

峰期。 资管新规实施后，非标产品供给减少，保险机

构积极拓展另类保险产品， 以提前应对非标资产集

中到期的再配置问题。 但是不少保险分支机构和人

员有限，缺乏项目触角，希望能借助信托优势，提供

优质另类投资资产。

一位保险机构金融产品部门负责人表示：“过去

两年信用风险暴露，目前多数保险及保险资管公司风

险偏好更低，对融资主体的资质要求更高，优质资产的

竞争进一步加剧。加上监管对房地产融资严格限制，保

险债权投资计划注册速度比较慢，债权投资计划供应

不足，保险机构对信托产品的需求量更大了。 据我所

知，许多保险机构从2018年年底就开始布局了。 ”

业内人士认为， 信托机构与保险机构各有优势，二

者可以形成良好的互补。信托公司灵活的制度是其经营

优势，可为包括险资在内的大体量资金提供股权、债权

等保值增值服务。 保险资金则有长期低成本的特点，其

长期稳定的机构客户可以发展成为信托公司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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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公司猛攻资产证券化

□

本报记者 戴安琪

Wind数据显示，2019年前5

个月， 共有27家信托公司作为发

行载体管理人在中国银行间市场

交易商协会 （简称 “交易商协

会” ） 发行了资产支持票据项目

（ABN）， 规模合计894.30亿元，

同比增长335.64%；12家信托公司

发行了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

（CLO），规模合计2708.05亿元，

同比增长17.31%。 分析人士认为，

发力资产证券化业务， 既是信托

公司满足当前市场需求的举措，

也是信托业回归本源， 服务实体

经济的体现。 信托公司今后可以

在信贷ABS、 小微ABS和供应链

金融ABS三方面重点发力。

资产证券化业务发展迅猛

近年来， 信托行业的资产证

券化业务发展迅猛。 Wind数据显

示， 信托公司作为信贷ABS和信

托型ABN的参与主体，2018年参

与信贷ABS规模和数量分别为

9323.35亿元和156单，同比分别增

加56.11%和17.29%； 参与信托型

ABN规模和数量分别为1261.25

亿元和 96单 ， 同比分别增加

98.74%和14.10%。

业内人士认为， 资产证券化

业务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在于

其具有盘活存量资产、 优化资产

结构以及风险隔离、 偿付现金流

稳定等优势。 而信托制度的独立

性和权利转移恰好可与运行资产

证券化所要求的风险隔离完美契

合，具有先天优势，成为信托公司

提升主动管理能力与创新转型的

重要方向。

百瑞信托孔慧芳表示， 通过

梳理各家信托公司年报可以发

现， 当前信托公司主要在资产证

券化的以下三方面进行积极创

新：一是交易结构创新。 例如平安

信托推出国内首单互联网消费金

融债券通ABN “北京京东世纪贸

易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资产

支持票据” ，创造性地引入境外投

资者， 为融资企业提供了多样化

融资服务安排， 有效助力企业降

低融资成本；

二是基础资产创新。除企业贷

款、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和汽车贷款

等传统领域，2018年信托公司在

应收账款、不良资产重组和CMBS

等领域进行有益尝试。例如长安信

托作为计划管理人发行全国首单

公交客票收益权绿色ABN；

三是角色突破。 2018年，信托

公司不断提升资产证券化业务的

主动管理能力和服务能力，例如华

能信托成立国内首单信托公司作

为管理人的资产证券化产品———

华能信托·世茂住房租赁信托受益

权资产支持证券。 另外，交易商协

会批准了12家信托公司的非金融

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承销资格。

今后仍是转型重点

“信托公司要摆脱市场长期

以来对其通道角色的定位，提升市

场地位，就要加强对资产证券化业

务核心环节的把控力，加强主动管

理和创新能力，为资产证券化市场

提供更有价值的服务。 ” 某信托研

究员坦言。

渤海信托认为，作为直接融资

工具，资产证券化业务在国内起步

较晚，长期处于摸索试点阶段。 信

托公司应针对ABS市场现存的问

题，发挥自身财富端的资源和管理

优势，从投资人角度出发，提高投

研和风险辨别能力，从资金端入手

转型基金化业务，通过设立主动管

理的ABS资产配置型信托， 投资

于市场上发行的各类ABS分级产

品。 信托公司还应通过参与ABS

产品二级市场，活跃市场交易，提

高产品流动性，从而提高业内知名

度和市场地位， 最终实现ABS产

品一、二级市场的投资联动。

具体来说，信托公司可以在以

下三方面发力： 一是信贷ABS方

面， 现阶段中小银行发行信贷

ABS面临的痛点是信贷资产质量

较差、市场认可度不高，劣后分级

占比过高，发行募集难度大。因此，

信托公司可转变思路，将中小银行

从原始权益人的角色转变成投资

人角色，解决风险资本占用和资金

募集的问题；二是小微ABS方面，

信托公司可与资金机构合作，以

Pre-ABS的形式设立信托计划，

形成信托主动管理的优质小微资

产，整合机构资源发行小微ABS，

采取滚动发行的模式，加快资金周

转效率，做大小微资产规模；三是

供应链金融ABS， 信托公司的优

势在于核心企业的获取能力。 在

长期的传统信托融资领域，信托公

司积累了大量的优质企业客户，如

果结合优质企业的传统融资方式，

匹配供应链ABS方案解决其上下

游客户资金流通问题，改善其资产

结构，定能获得较大的合作空间。

7家险企增资逾25亿元

□

本报记者 潘昶安

近期保险机构增资动作频繁，

6月3日，银保监会官网显示，已批

复富邦财险增资1.2亿元人民币。

在此之前，5月31日， 银保监会集

中披露了6家险企的增资批复。 上

述7家险企增资金额合计达到25.4

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近期获批增

资的险企大多是中外合资或外资。

业内人士表示，合资或外资保险公

司“扎堆” 增资，说明看好中国保

险市场的发展潜力。

合资险企增资势头强劲

6月3日， 银保监会批复了富

邦财险的增资请示， 批准富邦财

险增资1.2亿元人民币， 增资后富

邦财险注册资本达到人民币11.2

亿元。

5月以来， 险企增资动作频

频。 5月31日，银保监会官网集中

披露了6家险企的增资获批情况。

具体来看，中荷人寿增加注册资本

3.2亿元， 注册资本从23.5亿元变

更为26.7亿元。恒安标准人寿增加

注册资本10.09亿元， 注册资本从

30.37亿元变更为40.46亿元。 德华

安顾人寿增加注册资本6亿元，注

册资本从12亿元变更为18亿元。

安达保险增加注册资本1.22亿元，

注册资本从6.33亿元变更为7.55

亿元。 平安健康增加注册资本3亿

元， 注册资本从15.16亿元变更为

18.16亿元。 瑞再企商保险增加注

册资本0.69亿元， 注册资本从5亿

元变更为5.69亿元。

整体来看，5月以来，共有7家

险企合计增资25.4亿元。 除此之

外，5月以来， 也有多家险企在中

国保险行业协会官网发布拟增资

公告。 建信保险资管、 人保再保

险、汉诺威再保险上海分公司、长

安责任保险、 德国通用再保险上

海分公司6家险企分别披露了拟

增资计划。

分析人士指出，近期获批增资

的险企大多是中外合资或外资。增

资为公司提升资本实力，扩展中国

市场提供了有力支撑。

中国社科院保险与经济发展

研究中心秘书长王向楠表示：“保

险企业增资的原因有业务扩张造

成的最低资本要求提高、实际不足

（可能由于承保或投资经营业绩

不佳、非正常亏损）或前期资本不

实。从近期增资的合资和外资企业

来看， 股东仅增资而没有股份转

让，说明他们是看好中国保险市场

的。尤其是相对于其外资母国和已

投资国家的保险市场增长和盈利

状况，中国保险市场的增长前景值

得期待。 ”

资本补充债券成新宠

除了股东增资外，发行资本补

充债券也是险企偏好的增资方式。

具体来看， 今年以来中国人寿、珠

江人寿、百年人寿、平安财险共4

家险企获批发行资本补充债券。 4

家险企均获批在全国银行间债券

市场公开发行10年期可赎回资本

补充债券。 其中，中国人寿发行规

模不超过350亿元，珠江人寿发行

规模不超过35亿元， 百年人寿发

行规模不超过20亿元， 平安财险

发行规模不超过100亿元。 4家机

构合计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505亿元。

一家华北地区人身险公司负

责人表示，今年以来险企增资明显

提速。一方面，预期业务拓展提速，

为进一步展业提供“弹药” ；另一

方面， 一些险企面临转型压力，为

应对可能出现的现金流压力，增资

是最直接的方法。

险资一年买信托逾万亿元

信保合作料重点发力基建领域

□

本报记者 戴安琪 潘昶安

信保合作两大痛点待解

但不可否认，信保合作目前在制度、风控评级等

方面存在痛点。

根据原保监会2014年5月《关于保险资金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要求，担任

受托人的信托公司应当具备以下条件：一是近三年

公司及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重大刑事案件且未受监

管机构行政处罚；二是承诺向保险业相关行业组织

报送相关信息；三是上年末经审计的净资产不低于

30亿元。

分析人士称，制约不少公司开展信保业务的正

是“近三年公司未受监管行政处罚” 这一条件。 某

信托业务人员坦言，如果这一标准不修改，保险、信

托都很难开展业务。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 剔除净资产

低于30亿元的9家信托公司后， 再剔除2015年至

今受到过监管行政处罚的37家信托公司， 最终只

有22家信托公司有资格开展信保业务合作。 这22

家信托公司分别是：中信信托、中诚信托、中粮信

托、民生信托、外贸信托、英大信托、新时代信托、

五矿信托、苏州信托、四川信托、爱建信托、交银信

托、江苏信托、建信信托、陕国投、华融信托、杭工

商信托、重庆信托、长安信托、渤海信托、北京信托

和国元信托。

因受罚而无法继续开展信保合作的某信托公司

业务员表示：“现在能开展信保业务的信托公司数

量减少了。但可能每家信托公司情况不一样，所以影

响有限。一是可以做的信托公司不多；二是监管有规

定， 信托向他人提供贷款不得超过其管理所有信托

计划实收余额30%。 目前不少信托公司的贷款额度

已经用完，无法承接新业务；三是保险有自己的资管

计划，通过信托走的规模总体也不大。 ”

信保合作的另一问题， 则是双方信用评级及

风控标准有差异，资金资产较难匹配。资深信托研

究员袁吉伟就表示， 保险资金对于项目质量要求

较高，与信托项目匹配率并不高。有的信托公司资

金端来源中，保险资金占比大一些，但是大多数信

托公司的资金端保险资金很小， 目前资金端更依

赖个人。

智信资产管理研究院研究员李洁称：“虽然保

险公司有各自的投资标准，但是保险资金投资的偏

好整体趋同，喜欢信用资质高、融资期限长的融资

主体。 一般而言，保险公司偏好3-5年的产品期限，

资质较好的主体可以考虑7-10年； 对产品收益率

的要求， 通常对标同主体公开市场债券溢价50—

100个基点； 且偏好于AAA级及以上主体或者强

AA+主体，少数保险机构可接受AA+的融资主体。

总体而言，保险资金向头部主体聚集，风险下沉难。

这给信托公司造成困扰的是，每家保险公司都有一

套复杂的内部信评体系，且各家存在差异性。 在外

部评级机构的评级中， 能达到投资级的融资主体，

在保险公司内部的信评体系中却不一定能达到投

资级标准。 信托公司能够服务的融资主体，信用资

质偏弱、融资期限偏短，导致在主动管理方面，双方

合作并不是很顺畅。 ”

未来重点发力三领域

今年2月，有市场传闻称，有关部门正酝酿修改

信保合作条件，受行政处罚而无法开展信保业务的

信托公司有望“松绑” 。 相关部门正在推动监管规

则修订，进一步明确重大处罚与一般处罚，“重大”

的认定将大概率以罚款金额为标准。

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多位相关人士均表示，

截至目前，尚未听说有新进展。 但相关人士均希望

合作条件能够“松绑” 。 袁吉伟认为，“松绑” 后对

信托公司而言，资金渠道可以宽一些；与此同时，也

能更好满足保险资金配置非标资产的需求。

李洁认为，信保合作未来可在以下三个领域重

点发力：一是不动产领域。 有保险资管公司的相关

负责人表示会考虑部分弱主体、强项目的资产，前提

是信托公司通过交易结构的设计、有效的风控措施

及投后管理提高项目的安全性。 这给信托公司更大

的发挥空间，信托公司可以充分发挥在项目获取、结

构设计、风险及投后管理等方面的优势。

二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由于基础设施融资主

体及项目分散，保险公司难以覆盖，需要信托作为其

“触角” ，主动提供投资机会。 在合作模式方面，除

了传统的债权计划外，还可以考虑股权计划、资产支

持计划、产业基金等方式，也可以根据双方资金及风

控等要求选择。

平安信托副总经理李宇航表示， 信保合作正

深入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领域， 不仅可发挥险资

长期资金的优势， 且有助于普通投资者分享我国

经济发展的红利。 李宇航认为，当前，信保合作进

入深度磨合期，两者之间的合作与创新空间很大。

仅在高速公路股权投资领域， 信保合作的前景就

很值得期待。信托公司是专业的投资机构，在项目

搜索、项目筛选、投资风险控制、资金募集、投后管

理等方面都具有专业的投资能力和丰富的投资经

验。 而保险资金偏好长久期、 稳定收益的投资项

目，对投资收益要求相对不高，与已通车的存量高

速公路的行业特性最为契合， 抵御经济周期波动

的能力也更强。

三是资产证券化及消费金融领域。李洁表示，

不动产领域的证券化业务今年存在较大空间。 以

往房地产领域是卖方市场， 但如今正在向买方市

场转变，开发商融资不便，谈判话语权降低，此时

正是拿到能够产生稳定现金流的优质核心物业资

产的好时机，并且有抵押品的保障，这种优质资产

的证券化产品， 符和追求长期险及固定收益的险

资的偏好。

此外，部分保险资管已经给消费金融企业融资，

且客户集中在第一梯队企业。 目前头部消金企业的

融资成本低，投资收益率下降，且融资期限短，与保

险资金的需求并不完全匹配。 信托公司在消金资产

上跟保险合作时，主要可以朝三个方向拓展：一是帮

助保险公司做履约险产品， 信托公司给保险公司提

供系统和数据支持； 二是目前有信托公司将今年消

费金融业务的重心放在消费金融资产的证券化上，

保险资金可以投资第一梯队消费金融资产的ABS

的劣后级，以取得相对较高的收益；三是目前给第二

梯队的消费金融企业融资还能获得可观的投资收

益， 信托公司也在为第二梯队企业输出系统及风控

等服务，扶植其成长。

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日前发布的《2018-2019保险资产管理业调研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底，保险公司投

资信托合计占总投资资产的9.1%，在保险机构可投的各类金融产品中占比最高。 66%的保险公司已投资信托产品。

一些保险机构人士表示，今年保险资金对于信托产品的需求依然强劲。其原因在于，今明两年，险资进入另类

资产到期高峰期，在优质资产竞争激烈的背景下，保险公司希望通过信托计划，满足其另类资产配置需求。 事实

上，早在去年底，一些保险公司就已经开始进行相关布局。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现有监管规则下，随着受处罚的信托公司增多，保险公司可合作对接的对象在减少。双方

信用评级及风控标准有差异，资金资产较难匹配，也是信保合作的一大痛点。业内人士认为，未来信保合作可重点

在不动产领域、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资产证券化及消费金融领域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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