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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

P2P网贷平台作为一种新型的融资渠道受到了诸多用户
的追捧，行业发展也更加迅猛。在激烈的竞争下，不少网贷平

台开始推出超越其原本功能的、更具诱惑力的服务方式，如本

金保障等，以吸引更多用户。然而，由于相关标准和法律的缺

位，在业务增多的同时，各种风险也随之显现。

担保方式模糊不清

根据安信证券日前发布的一份报告，截至 2012年 12月
底，中国活跃的 P2P平台已超过 300 家，（另有数据表明，所
有 P2P平台在 2000家左右）。记者了解到，除了极个别坚持纯
平台模式的平台，其它平台都声称在出现坏账的情况下为投

资人垫付本金。

“国家政策尚未对 P2P网络信贷做出明确的界定和监管
办法，央行征信系统也未对民间资本开放，让 P2P网络信贷遇
到了发展瓶颈。”拍拍贷 CEO张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为了
打消投资人的顾虑，各种为投资人提供本金担保的异化平台

层出不穷。

记者在多数平台调查发现，行业内本金担保方式多数

由融资性或非融资性担保公司介入担保，这些担保公司本

身是 P2P平台公司的股东或与 P2P公司实际控制人有利益
关系。

但是，很多平台的担保方式显得含糊其辞，既不引入第三

方担保公司，也不设立专门的本金保障资金，而是笼统地以平

台注册资本金多少来强调平台抗风险能力。例如，红岭创投在

解释自己的赔付能力一栏中即表示，公司已于2011年完成增
资 5000万元的计划。
张俊认为，P2P网贷平台提供的是金融信息服务，工商登

记清晰地界定了这一点。平台要做的应该是通过技术创新，帮

助用户最大限度地甄别“高质量的借入者”。

但是，投资人显然更加倾向有本金担保的平台。根据行

业第三方统计平台网贷之家的数据，2012 年交易额最高的
三家平台是温州贷、盛融在线和红岭创投，分别约为 20.8
亿元、17.7 亿元和 15 亿元，成立最早的拍拍贷甚至没有进
入前十名。

（下转第十九版）

3月 1日正式实施的《农业保险
条例》（以下简称为《条例》），成为保

险行业又一新突破。

据悉，《条例》内容包括对农业保

险经营依法给予税收优惠，鼓励金融

机构加大对投保农业保险的农民和

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信贷支持力度。

专家指出，《条例》明确了农业保险的

政策性属性，有利于农业保险的经营

者即相关保险公司对于未来业务的

发展有明确预期，但是，由于农村信

贷和农业保险底子薄，合作交易成本

高；保险和信贷主体间缺乏有效的合

作机制且未充分发挥其作用，未来需

递进式实行险贷合作模式并拓宽其

合作空间。

保险公司
看好农险市场潜力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家保险

公司表示非常看好农业险发展前景，

目前正在加紧对市场和产品的设计。

人保财险计划在农村设立 1 万个基
层服务中心，积极开展富有地方特色

的农业保险，此前已在陕西、山东开

展苹果保险，在云南推出烤烟保险，

在宁夏发展压砂西瓜保险等。2012
年，阳光农险投入 400余万元，在 234
个乡镇建立了“三农”保险服务站。

《条例》对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

保险公司提出了新的要求。“从承保

和理赔两个方面来看，都需要经营农

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具备一定的

内在条件。譬如，机构数量分布、承保

能力、服务水平等。”重庆大学保险与

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黄英君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

“《条例》实施后能降低农险业务

经办机构的经营成本。”国元农业保

险董事长张子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

“有了法规的明确规定，地方政府

和相关涉农经济主体要先考虑资产保

全，后争取贷款扶持，这对于增加信贷

投放保障和信贷资金安全，无疑具有

深远影响意义。”某地方农村商业银行

负责人明确表示，过去，部分地方政府

为增强地方经济活力，总是片面强调

涉农金融机构信贷要多投放，而对借

贷主体的风险控制考虑较少。

首都经贸大学保险系农村保险

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庹国柱分

析指出，中国农业险的发展还处于起

步阶段，发展势头非常猛，预计今年

还将维持这种发展势头，但其发展主

要得益于中央及地方政府的补贴范

围及区域的扩大。

“目前，黑龙江的阳光模式已经

初见成效，这种类型的试点将来有望

大面积推广，像早已存在的渔业互

保、农机互保也有待纳入体制内。而

在推广过程中面临最重要的问题是

完善其配套制度，例如农业保险单独

核算、保险公司、机构、合作组织的资

质审核机制，产品审查机制、大灾风

险准备金的建立等。”庹国柱指出。

递进式实现
险贷合作模式创新

事实上，早在 2009年，中央一号
文件就提出“探索建立农村信贷与农

业保险相结合的银保互动机制”。在

国家惠农强农政策的强力推动下，涉

农金融机构推出了部分“信贷+保险”

支农模式的信贷创新产品。

“但农村信贷和农业保险底子

薄，合作交易成本高。”工信部副研究

员吴维海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说道，

另外，保险和信贷主体间缺乏有效的

合作机制。

也有业内人士指出，农村地区的

有些银保合作存在商业性保险或明

或暗地强制投保的问题，这既背离了

商业性保险的自愿原则，又增加了农

民的融资成本，抑制了个别农户对贷

款的需求。

专家指出，当前，各地真正意义

上的涉农信贷存在总量不大、占比不

高的问题。主要是当前“三农”经济主

体的抗风险能力弱、保险覆盖面窄,因
而涉农信贷与保险联手支农领域较

窄、数量较小。农业保险在政策和法

律双重推动下，其保险与抵质押结合

相对较好的农业经济主体必然会大

规模扩容。

“农业保险和涉农金融机构主管

部门要加强政策研究和创新指导，从

政策层面上实现相互促进式对接，从

产品设计上实现互惠式促进，保障农

业保险与涉农信贷的合作有序、有

力、有效推进。”吴维海指出，“涉农信

贷创新产品和服务方式应当适应农

业保险快速发展的现状，使得具有保

险覆盖及风险控制保证的各类农业

经济主体快速扩容，总量和种类都将

超出现有水平。这也让对涉农信贷产

品和服务方式需求更多更大，应加大

涉农信贷创新产品的开发力度，加快

推出更多适配对路的信贷产品和服

务方式。”

本报记者 王莹

《农业保险条例》正式实施，投保农业险将获税收、信贷支持

涉农信贷资金安全加码
本报记者 郭奎涛

网贷平台“僭越”担保
本金保障暗藏风险

有了法规的明确规定，地方政府和相关涉农经济主体要先考虑资产保全，后争

取贷款扶持，这对于增加信贷投放保障和信贷资金安全，无疑具有深远影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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