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声谈：我国信用保证保险

合并概念的来龙去脉 

  



 

 - 2 - 

意见领袖 | 高声谈 

 

我国关于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的官方提法最早出现于 1983 年 9 月 1

日国务院颁布的我国第一部保险合同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财产保险

合同条例》之中。其中提到：“本条例所指的财产保险，包括财产保险、

农业保险、责任保险、保证保险、信用保险等以财产或利益为保险标的的

各种保险。”法规中提到的各类险种均是从国外舶来，保证保险和信用保

险同样遵循了国外的习惯，是单独分列的两个险种。这样的分类方法在今

天的美国依然如此。 

从我国早期的保险业监管文件中也一直没有出现过信用保证保险的合

并说法，包括 1985 年的《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1995 年的《保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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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的《保险管理暂行规定》以及 2000 年的《保险公司管理规定》等

权威文件。 

何时出现的合并说法？作者最早在《关于做好 2008 年农业保险工作

保障农业和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的指导意见》（保监发[2008]22 号）中发现

了相关痕迹。文中提到：“探索建立针对大宗养殖户的信用保证保险，协

助解决农户贷款难问题。”从文中还多次适用保证保险和信用保险的特点

可以看出，这里的信用保证保险仅仅是一个合并的说法，并未涉及到二者

内涵联系的层面。 

随着两个险种的融合发展和学术界的持续思辨，保证保险和信用保险

内涵之间的关联关系被挖掘出来——二者均以信用为保险标的。于是，在

原保监会于 2013 年颁布《保险公司业务范围分级管理办法》（保监发

[2013]41 号）中，我们看到二者深度融合的趋势。 

文中提到：“财产保险公司申请信用保证保险业务的，应当符合以下

条件：（一）持续经营三个以上完整的会计年度；（二）最近三年年末平均

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二十亿元……”。这说明，监管已完全将保证保险与信

用保险看做了一个整体业务，并对该业务设定了统一的准入门槛，信用保

证保险这一合并口径指标也出现在监管统计范围内。 

随着融资性商业需求的不断出现，信用保证保险对融资的促进作用逐

渐凸显并得到鼓励发展。2015 年，为鼓励信用保证保险以各种保险形态共

同促进小微企业融资与产业发展，中国保监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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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银行、银监会五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大力发展信用保证保险服务和支

持小微企业的指导意见》（保监发[2015]6 号），给与财险公司的信保业务

以高度政策支持，其中包括我们熟知的商务部对国内贸易融资信用险的保

费补贴。自此，信保行业尤其是融资性的信保业务步入高速发展阶段。 

行业的高度发展隐藏风险，尤其是信保业务与 P2P 的结合为行业从严

监管与步入低谷埋下祸根。2017 年，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促进信保业

务持续健康发展，原保监会印发《信用保证保险业务监管暂行办法》（保监

财险[2017]180 号）。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信用保证保险业务的监管文件，

标志着我国信保业务正式步入审慎监管与稳步发展阶段。 

2020 年 5 月 8 日，中国银保监会在《信用保证保险业务监管暂行办

法》（保监财险[2017]180 号）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完善，正式发布了《信用

保险和保证保险业务监管办法》，同时配套《融资性信保业务保前管理操作

指引》和《融资性信保业务保后管理操作指引》两大操作指导文件，进一

步划清了我国信保业务发展赛道。 

其实，我国将信用保险与保证保险进行合并，除了统计和分类方面的

作用外，并无太大的实际意义。毕竟信用险和保证险的险种各有特点，不

能混用。况且在与国外对标时，无法按照统一合并的口径进行对比分析，

甚至，按照美国的方法分类更细，直接到具体险种。由于涉及到不同的经

营类型和场景、客户也可分为对公和个人，因此在我国各家保险公司实际

展业时也多将信用险和保证险拆分至两个甚至多个部门经营，只是在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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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505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