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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频“踩雷”收入下滑

信保业务路在何方

□本报记者 薛瑾

财险行业上半年经营业绩数据近

期出炉。 数据显示，信保业务两大险种

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在保费下滑的同

时，出现近百亿级别的巨额亏损。 专业

从事信保业务的阳光信保现身上半年

亏损榜前列。 分析人士称，由于市场违

约率上升，信用风险事件增加，信用保

证保险风险加大， 部分公司信保业务

“踩雷” ，这成为上半年财险业的“不

和谐音调” 。

上半年信保业务惨淡

银保监会日前公布的2020年上半

年保险业经营数据显示，财险行业共取

得保费收入 7217亿元， 同比增长

7.62%。 与去年同期相比，财险行业大

部分险种保费收入均实现增长，仅有保

证保险、意外险、信用保险出现下滑，同

比分别下降1.3%、7.57%、7.17%。

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一般是由保

险公司为债务人提供信用担保的保险，

通常被称为信保业务。其功能为保障出

借人资金安全，将债务人的保证责任转

移给保险公司，当债务人不能履行其义

务时，由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从上半年承保利润来看，保证保险

成为财险里“最惨” 的险种，亏损额高

达79.43亿元。 信用保险亏损额也达到

16亿元。

另有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76家

非上市财险公司中有21家出现亏损，

其中阳光信保位列亏损榜单前列，亏损

额超过3亿元。

行业“痛点”隐现

近十年，信用保证保险进入超高速

发展期，保费规模从2010年的100多亿

元增长到2019年的1000多亿元。 近三

年复合增长率接近40%，远超财险业整

体增速。保证保险更是一跃成为财险领

域非车险第一大险种。信保业务成为不

少财险公司的业务“新星” 。

尤其前几年互联网金融发展势头

迅猛，信保业务量激增。 以财险业龙头

公司人保财险为例，2017年-2019年，

其每年信用保证险保费收入分别为

49.42亿元、115.75亿元、227.67亿元。

但业内人士同时表示，2018年起

网贷平台出现违约潮后，信用保险业务

风险快速聚集， 风险事件开始涌现，部

分保险公司“踩雷” ，一些财险公司相

关业务开始转盈为亏。 如2019年人保

财险信保承保利润骤降至-28.84亿元，

平安产险、太保产险承保利润均大幅度

下滑；中小险企显著承压。 业务质量下

降、综合成本率上升已成行业痛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

保险研究室副主任朱俊生指出， 由于

市场违约率提升，信用风险事件增加，

信用保证保险风险加大， 尤其是融资

类信用保证保险赔付快速增长， 出现

较大亏损。

监管趋严 防范风险

前段时间， 互联网金融平台玖富

数科和人保财险因23亿元 “服务费”

互相起诉引起业内讨论。 双方合作的

业务类型便是网贷业务的信用保证保

险。 有业内人士表示，为避免顺周期产

品在逆周期中遭遇困境， 保险公司需

加强风控能力， 防范融资性信保业务

风险高企。

有业内人士指出，目前部分保险公

司对开展信用保证保险业务的模式和

定位仍不清晰。一些保险公司开展的信

用保证保险业务实际上为 “通道” 业

务，更多是满足银行等放贷机构的合规

要求，不承担实质信用风险。

今年以来， 面对信保业务风险抬

头，监管部门频频出手。 5月，银保监会

发布 《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业务监管

办法》，对财险公司风控能力提出更高

的要求。 6月，银保监会下发《监管提示

函》，再次强调信保业务风险，要求保

险公司严格执行新规，完善各项基础管

理制度，提升抵御风险能力，压缩存量

业务风险敝口，提高对融资性信保业务

风险和自身风险管控能力。

银保监会近日发布的 《推动财产

保险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

（2020—2022年）》明确提出，完善融

资性信用保险及融资性保证保险风险

监测机制， 做到行业风险总体可控、个

案风险有效处置。

易盛农产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郑商所）（8月7日）

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商品指数（8月7日）

CIFI指数品种 当周涨跌幅% 上周涨跌幅% 双周涨跌幅% 本月涨跌幅%

橡胶 15.64 2.90 18.54 15.64

白银 15.22 7.05 22.27 15.22

玻璃 12.59 1.74 14.33 12.59

铁矿石 5.47 2.66 8.13 5.47

镍 4.20 2.62 6.82 4.20

铅 4.14 4.87 9.01 4.14

焦炭 4.07 0.61 4.68 4.07

塑料 2.72 0.65 3.37 2.72

硅铁 2.35 0.29 2.64 2.35

PTA 2.11 0.78 2.89 2.11

锌 1.83 6.53 8.36 1.83

锰硅 1.69 0.97 2.66 1.69

CIFI指数品种 开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收盘价 涨跌 结算价

易盛农期指数 927.26 927.97 915.14 915.56 -10.71 921.62

易盛农基指数 1227.44 1227.44 1209.5 1210.08 -18.04 1216.82

集合信托七月“式微”

金融类产品蓄势“卡位”

□本报记者 戴安琪

用益信托网最新数据显示，7月

集合信托产品发行和成立规模双降，

环比分别下降44.76%和31.32%。具体

从资金投向看， 金融类集合信托产品

规模为748.46亿元，占比近四成，位列

第一。

分析人士称， 非标投资比例限制

和融资类业务规模压降是7月集合信

托规模下降的重要原因。当前，信托公

司业务转型需求迫切， 预计金融类产

品将成为信托公司发力的重点方向。

成立与发行规模双降

用益信托网数据显示，7月共有

59家信托公司发行2003个集合信托

产品，规模为2020.37亿元，环比下降

44.76%。 发行方面，共有55家信托公

司发行集合信托产品2078个，规模为

1905.64亿元，环比下降31.32%。

用益信托研究员喻智认为，7月

集合信托产品发行、 成立规模双降与

监管收紧关系密切。 融资类信托业务

是信托公司“非标” 业务主力，集合信

托产品更是以融资类产品为主， 融资

类业务规模压降对集合信托市场冲击

明显。具体来看，信托公司在资产端和

资金端面临双重困境： 一是非标投资

比例的限制和融资类业务规模压降，

信托公司业务转型需求迫切， 但长期

以来的业务模式和客户群体给寻觅合

适的底层资产带来不小难度； 二是当

下风险事件频发， 市场情绪不高同样

影响资金募集。

从投资领域来看， 金融类集合信

托产品规模独领风骚，7月成立规模

为748.46亿元，占比为39.28%，排位

第一；房地产类规模次之，成立规模为

600.81亿元，占比为31.53%；基础产

业类规模为 307.58亿元， 占比为

16.14%；工商企业类规模为161.43亿

元，占比为8.47%。

某大型信托公司分析人士表示，

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金融类信托逐

渐呈现增长态势，其有两方面原因：一

是证券市场尤其是股债市场火热，信

托公司的TOF等产品规模走高；二是

信托公司加大力度发展消费金融业

务， 逐渐改变过去只扮演资金通道的

角色。

或持续发力证券投资

多位信托人士认为， 在业务转型

的压力之下， 信托公司纷纷在标品信

托业务上发力， 金融类产品预计将成

为集合信托规模增长的重要支撑。

“大环境方面， 金融体系从间接

融资向直接融资转移， 传统融资类业

务市场需求将逐渐减弱。 再加上监管

政策引导， 未来投向证券市场的产品

会增加。 ” 百瑞信托研究发展中心陈

进强调。

资深信托研究员袁吉伟亦认为，

如果融资类信托业务进一步受到限

制， 信托公司有可能发力证券投资信

托作为转型方向。 对于推动信托公司

证券投资， 当前国内资本市场改革是

一个良好机遇。

华宝证券也表示，无论从主观上

还是客观上，未来信托公司都必须推

进业务结构的转型调整。 除了积极开

展证券市场投资和股权投资等业务，

信托公司还可以大力开展资产证券

化、证券行政事务管理、以账户为核

心的资产配置、家族信托等服务信托

业务。

不过，喻智提醒，目前甚至有部分

信托公司采用“零费率” 方式参与市

场竞争，做大标准化信托产品，但受限

于投研能力和专业团队， 这些信托公

司在市场判断能力、客户积累、组织运

营效率方面暂时还无太大优势， 信托

业传统客户对高风险、 长久期的产品

暂时也还无法适应， 建议金融类信托

产品更多地配置标准化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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