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声谈：由车贷险引发的信

保业第一次审慎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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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 | 高声谈 

在我国，信保行业的发展总是起起伏伏。细心观察，行业的每一次快

速发展、每一次刹车趋缓，都有监管的影子。 

哪个行业又不是呢？ 

 

上世纪末，我国融资性保证保险取得突破性进展。1997 年 7 月，中

国人民银行批准平安保险公司试办汽车分期付款销售保证保险业务，标志

着我国首个融资性保证保险备案成功。随后，太平洋保险、天安保险、中

国人民保险等公司相继推出类似险种，掀起了保证保险支持汽车贷款或分

期业务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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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肆虐，我国经济需要提振发展。为了扩大内需，

当年 9 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发《汽车消费贷款管理办法》，引发了我国汽车

金融发展的第一次浪潮。 

产品备案取得成功，行业又得到监管机构鼓励发展，汽车信贷和汽车

贷款保证保险市场如烈火烹油般迅速发展。据统计，2003 年北京和上海的

汽车消费贷款余额分别环比上涨了 90.6%和 105%，截至 2003 年 11 月贷

款余额已经超 1800 亿元。 

事态反转 

这次浪潮来势汹汹，去也汹汹，车贷诈骗、资金挪用、恶意拖欠、经

营不善三角债等现象层出不穷，导致银行信贷违约率和保险公司赔付率居

高不下，最终草草收场，同时也引发了多起银行与保险公司的诉讼。 

2004 年 1 月，针对车贷险市场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原保监会紧急下

发《关于规范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保险公司

加强集中管理，重新制定车贷险条款费率，建立完善风险控制机制，规范

车贷险业务。 

2005 年 3 月，原保监会再次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汽车消费贷款保

证保险风险防范与化解工作的通知》。在这份通知中，保监会披露了车贷险

的不良情况：截至 2004 年 12 月 31 日，全行业尚有未了责任 419.56 亿

元，逾期三个月本息额 26.69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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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国汽车消费保证保险业务基本处于暂停状态。 

反转再反转 

2008 年美国爆发次贷金融危机，国务院办公厅于 2009 年 3 月 20 日

公布《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计划》和《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

汽车消费被重新列入鼓励发展计划。 

随后，商务部联合多部位下发《关于促进汽车消费的意见》，提出保险

业还是应稳步发展汽车消费保证保险业务，被视为保险业积极促进国内汽

车消费的一项重要措施。同年 6 月，原保监会发布《关于促进汽车消费贷

款保证保险业务稳步发展的通知》，标志着沉寂 5 年之久的汽车消费贷款保

证保险业务重新启动。 

通过回顾此轮车贷险业务的发展起落，分析其原因主要有四：一是信

用体系不健全，大众缺乏信用意识，同时国家信用基础设施以及信用监督

和惩罚机制不完善；二是车贷险业务的保险责任界定、条款设计不合理，

容易诱发借款人道德风险；三是保证保险法律法规建设滞后，银保合作机

制不成熟。四是银行、保险公司普遍对于汽车消费贷款业务的研究不深，

内控制度和风险控制不健全，缺乏对汽车消费信贷的风险认知和控制经验。 

令人遗憾的是，在十年后的 2019 年，以汽车融租、二手车抵押贷款

为主要形态的汽车贷款保证保险再一次陷入了超额赔付的漩涡。 

回首分析，除了经济下行的客观原因外，内控制度和风控管理不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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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公司骗贷骗保和内外串通联合作案再次成为主要内因，再一次揭露出

保险公司对信用保证保险的业务风险和运营规律认识不足、用人不淑、能

力不足、内控不严等深层次原因。 

甚至有人评论：十年的时间，我国信保从业人员流动性过大，并没有

培养起一批素质过硬、专业度较高的从业队伍，这是保险公司的悲哀，也

是信保行业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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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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507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