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国际：政策持续聚焦支小

支农 融资担保行业信用质量

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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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政策 

自 2017年 8月国务院发布《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以来，各项监管细则和补充规定陆续发布，持续规范融资

担保经营行为、推动担保业务小额分散化、提升行业整体抗风险能力，促

进行业稳健运行。另一方面，在 2018 年国家融资担保基金设立之后，各

省陆续建立以“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省级再担保机构-辖内融资担保机构”

三级机构与银行的风险分担机制。依据中国银保监会等七部门《关于做好

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监管工作的通知》，各省份积极推动政府性融资担保机

构确认工作，截至 2021年 10月末，所有省份均已公布了首批政府性融资

担保机构名单并出台了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相关管理制度，在政策引导

下，我国融资担保体系不断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和再担保公司的准

公共职能更加突出。2021年 1月 14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工

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引入政府性融资担保工具支持产业基础能力提升

的通知》，组织各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及有关单位，向国家融资担保基

金推荐工业基础企业，获得推荐的企业按照省级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机

构及其体系内合作机构要求，提出担保申请，所在地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

提供融资担保，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和省级再担保机构提供再担保，以提升

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企业创新发展活力，充分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作用，

引导金融资本投向工业基础领域。2021年 5月 8日，财政部、工业和信息

化部联合印发《关于继续实施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降费奖补政策的通知》，

通知明确，2021~2023年，继续实施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降费奖补政策，



 

 - 3 - 

引导地方将小微企业年化担保费率降低到 1.5%及更低水平。 

此外，为全面、深入贯彻实施《条例》，提高非现场监管的工作质量和

效率，2020年 7月 14日，中国银保监会印发了《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印发

融资担保公司非现场监管规程的通知》，完善了融资担保公司监管报表制度

和指标解释，实现了监管指标统计与监管制度要求的统一，有利于监督融

资担保公司的经营行为，促进监管制度要求的落实和执行，更好支持普惠

金融发展。 

大公国际认为，在政策引导下，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和再担保公司集

中更多资源服务实体经济及小微三农企业，持续扩大担保规模，降低担保

费率，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的政府性职能将逐渐凸显。预计 2022 年各项

制度的建立将围绕继续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展开，同时推动金融机构

与融担体系的合作，鼓励业务创新，引导开创更多贴合市场及企业需求的

融资担保模式。 

行业规模 

目前，我国担保公司的类别包含融资担保、再担保以及信用增进公司，

担保公司的数量以地方政府出资为最多。在严监管的态势下，存在业务开

展不佳、脱离主业、不履行担保责任等问题的中小担保机构，特别是民营

担保机构面临被行业所淘汰的压力。 

截至 2021年 10月末，我国债券市场担保债券余额合计 30，92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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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不含铁路建设基金），其中担保公司担保债券的余额为 8，602.05

亿元，占担保债券总量的 27.82%。2016年以来，我国担保公司债券担保

在保余额规模迅速上升，但债券担保在保余额增速整体呈下降趋势；期间

新增担保额有所波动，2018 年新增担保额增速达到近几年来的最低水平；

2019年以来新增担保额增速有所回升，2019~2020年，新增担保额同比

分别增长 16.04%和 24.24%，2021 年 1~10 月新增担保额同比增长

50.61%。 

 

2021年，担保公司担保债券余额继续增长，其中，担保债券类型以企

业债、公司债及中期票据为主，同时随着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量逐渐提升，

该类业务担保规模随之增长，担保公司对结构化融资产品的担保业务重视

程度逐渐增长。大公国际认为，预计未来担保公司债券担保业务规模将继

续增长，且 ABS等创新产品的担保业务占比将逐渐加大。 

业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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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担保公司业务主要以借款类担保和发行债券担保为主。由于债券

担保业务具有单笔金额大、期限长等特点，对融资担保公司的综合实力要

求较高，我国债券担保业务主要集中于少数综合实力较强的担保公司。

2020年以来，虽然债券市场违约事件频发，但由于我国债券市场保持较快

发展加之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冲击下债券融资需求旺盛，

债券担保业务新增规模增速并未放缓，2021年 1~10月担保公司新增债券

担保规模相较 2020 年同期保持增长；同时，为控制公司业务风险，公司

开始积极优化业务结构，创新间接融资业务产品并不断探索非融业务。目

前，监管尚未针对非融资担保业务设置监管指标，因此非融资担保业务的

开展并不受公司资本水平的限制，大公国际认为，未来主要担保公司的业

务结构将有小幅调整，非融资担保业务将成为担保公司新的发力点。 

我国融资担保行业债券担保业务在区域分布上较为集中，且仍以国有

企业债券或城投债担保为主。随着我国债券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自

2016年以来，担保公司以城投债为主的债券担保规模增长迅速，每年新增

债券担保规模在 2017年达到巅峰。受外部融资环境影响，2018年，担保

公司的债券担保新增规模大幅缩减；2019~2020年，虽然城投债规模占比

有所下降，但担保公司新增债券担保规模整体明显增长。2021年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提出“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随后，财政部副部长

徐宏才于 12月 16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提到“强化地方国有

企事业单位债务融资管控，严禁违规为地方政府变相举债，决不允许新增

隐性债务上新项目、铺新摊子”、“规范融资平台公司融资管理，严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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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融资平台公司”，政府对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决心可见

一斑。大公国际认为，受相关政策影响，预计 2022 年城投债发行规模将

有所收缩；同时，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下，大中型担保公司为保障业务质

量，对债券担保客户的筛选要求日益趋严，未来客户下沉的概率较小，因

此预计 2022年大中型担保公司的债券担保规模保持稳定或小幅回落。 

 

资产质量 

从我国担保行业业务结构上看，担保代偿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类等传

统融资担保业务，由于传统融资担保业务主要客户为偿债能力难以达到商

业银行放贷标准的中小企业，具有资信水平低、抗风险能力弱、经营不确

定性高等特点，与宏观经济的走势高度相关。近年来，我国经济逐步由高

速增长转向以高质量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新时代，国民经济总体虽保持平稳

健康发展，但实体经济增速放缓，中小企业生产经营仍面临困难。2020年

以来，突如其来的疫情和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对实体经济的冲击较大，

中小企业经营风险有所提升。短期来看，随着我国传统融资担保业务代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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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的前期释放，担保业务结构的调整，低风险担保业务份额的增加，我

国担保公司的代偿水平增速有望放缓；在政策导向下，担保业务正朝着小

额分散化方向发展，覆盖全国的再担保体系的建立健全将有助于分担融资

担保机构的风险并促其规范经营，融资担保公司的整体抗风险能力将有所

提升。 

在资本市场担保业务方面，近年来，我国债券市场保持较快发展，债

券市场发行主体整体信用等级较高、风险总体可控，但国家对中小企业扶

持力度的加大以及市场风险承受度和认可度的提升促使弱信用资质主体的

债券发行规模扩大。与此同时，自 2014 年出现债券市场违约后，近年来

债务工具信用风险事件频发，债券违约风险快速提升。随着债券市场违约

的常态化，以及担保债券的集中到期，未来担保公司或将面临一定的债券

代偿形成的亏损压力和流动性风险。 

在非担保业务方面，担保公司是资金密集型企业，为保证流动性和收

益的双重需要，担保公司会利用自有资金开展投资业务。担保公司的投资

业务通常包括委托贷款、政府主导下的股权投资（产业基金投资、区县级

政策性担保公司入股等）、国债等固定收益投资和其他投资。一方面，宏观

经济下行压力犹存，加之债券市场违约常态化，担保公司的投资类资产的

质量仍面临一定挑战。另一方面，为引导融资担保公司专注主业，确保融

资担保公司保持充足代偿能力，监管政策对担保公司资产配置能力提出更

高要求，部分自有资金投资比例超标的担保公司面临较大的资产构成调整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56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