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用益信托公布的一组

数据引人注目。3 月份，信托业

投向房地产的信托资金规模 465

亿元，同比下降超 20%。与房地

产信托规模缩量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3 月金融类信托募集资金达

709亿元，同比增长11%。

信托资金从房地产领域“搬

家”，转投金融领域，对于改善国

内融资结构有着积极意义。当

前，我国融资结构以间接融资为

主，信贷资产在金融总资产中的

比重超过 70%。提高直接融资比

重，有助于健全金融市场功能、丰

富金融服务和产品供给，提高金

融体系适配性；有助于稳定宏观

杠杆率，更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信托资金从房地产领域“搬

家”到金融领域，这一“减”一“增”

也凸显出信托业加快转型的步

伐。根据监管机构的调研报告，

在资管新规出台之前，不少金融

机构利用信托公司开展的“通道

业务”，将大量信贷资金用于对市

政平台和房地产企业发放贷款。

这一方面对房价高企推波助澜，

另一方面，大量银行资金从表内

转到表外，脱离了监管，成为系统

性风险隐患。

资管新规出台之后，在金融

系统防范和化解风险的大背景

下，“去通道”也成为监管的重要

工作抓手，信托资产规模大幅压

降，意味着信托行业进入新一轮

转型发展的阶段。

信托业此次转型的方向之

一是降低“非标”产品比重，提高

“标准化”产品比重。信托牌照

与其他金融机构牌照不同，信托

是一个兼具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功能的金融机构。为房地

产公司发放贷款的业务属于非标准化产品，属于间接融资

范畴。而金融类信托中的标准化产品则属于直接融资的范

畴。目前，信托资金从“非标”资产陆续转移至“标准化”资

产，将为市场带来更多的增量资金。

同时也要认识到，信托公司转型之路不可能一帆风顺。

转型目前还面临不少难点，难点之一就在于，此前不少信托公

司的利润主要依赖于给房地产公司放贷，转型业务在短期内

难以形成新的利润点。进入 4 月份，信托业上市公司陆续发

布 2020 年年报，年报业绩也显示，有部分信托公司转型步履

艰难。

年报同时也显示，多数信托公司并没有停止转型的步

伐。更有信托公司负责人表示，随着信托业在服务实体经济、

助力直接融资中的努力，假以时日，新的业务领域必然会成为

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当人们再提到信托公司时，想到的不

再是“通道”、不再是“房地产”，而是变为“服务工商企业”“助

力直接融资”。新的一年，信托业在转型道路上一定要目标坚

定，久久为功。

4 月 12 日，上海冰鉴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冰鉴

科技”）宣布完成 2.28 亿元 C2

轮融资，该轮融资由国创中鼎

领投，东方富海、曦域资本跟

投。投中资本担任 C2 轮独家

投资顾问。据了解，2020 年底

冰鉴科技宣布完成 C1轮融资，

C1 和 C2 合称为 C 轮融资。对

于此轮融资，冰鉴科技表示，将

主要用于扩展研发团队，对上

下游进行投资并购，以及完善

公司生态建设和业务版图。

在业内人士看来，作为一

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供企

业级服务的科技公司，冰鉴科

技近六年的发展，也是当前中

小银行金融科技发展的一个

缩影。中小银行数量众多，但

无论从资金、人才、展业范围、

技术积累等方面来看，基础都

比大型银行薄弱很多。受限

于自身科技实力及经营业绩

压力，中小银行更容易产生风

险集聚，同时，数字化转型也

迫在眉睫。

今年 1 月底，银保监会工

作会议首次提出，“要推动大型

银行向中小银行输出风控工具

和技术”。大型银行的科技子

公司有诸多优势，基于其庞大

客户基础的“黑名单”、反洗钱

方面的成熟系统——中小银行

的确可以“拿来即用”。但很多

中小银行带有明显的地方特

征，简单地复制学习大型银行

的风险管理模型并非完全适

用。与第三方风控科技公司合

作，已成为中小银行的另一个

选择。

目前，第三方风控科技公

司各有长项，有些依赖于无成

本自有数据；有些脱胎于传统

银行的互联网金融部门，因而

熟稔银行内部流程；也有建立在前沿技术应用基础上的

第三方科技公司。在服务中小银行风控的市场上，大型

银行的金融科技子公司与第三方风控科技公司之间将会

形成竞争。“大型银行科技子公司技术输出的方式多种多

样，可以是软件输出，可以是云服务，可以是咨询服务，也

可以是反洗钱系统输出等，这些都和风控相关。”冰鉴科

技研究院负责人说。

在业内看来，“银行+科技公司”的组合模式，对于中小

银行扩大贷款业务，是一条低成本的突围之路。能否抓住

转型机遇期，通过风控指标维度优化与联合建模的方式，提

升银行普惠贷款的自主风控水平，将成为中小银行业务分

化的重要标志。将风控外包，纯粹依靠联合贷或助贷合作

方的模式也将被逐步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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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车何时能有专属保险
本报记者 于 泳 李晨阳

本版编辑 江 帆 陆 敏 武亚东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出现大幅增长，中国汽车

工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14 年至 2020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

销量从7.5万辆攀升至136.7万辆。作为汽车后市场中的重要

一环，新能源汽车保险也日益受到社会关注。

2020 年 9 月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实施车险综合改革的指

导意见》提出，支持行业制定新能源车险、驾乘人员意外险、机

动车延长保修险示范条款，探索在新能源汽车和具备条件的

传统汽车中开发机动车里程保险（UBI）等创新产品。

数据有限影响定价承保

“传统车险产品难以完全满足新能源汽车风险管理需

求，开发制定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条款势在必行。”北京工

商大学保险研究中心主任王绪瑾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与传统车辆相比，新能源汽车在能源动力、物理结

构及风险特征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比如，新能源车的

风险与其使用的电池关系较大，不同类型电池的防水防热

等性能都不相同，电量衰减折旧情况也有区别，这些都会对

车险费率产生影响。

平安产险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新能源

汽车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为了更好服务新能源汽车车主，开

发新能源车险专属条款很有必要。当前车险条款在设计时

并未完全考虑新能源汽车特有的风险。比如，三电系统风

险，以及新能源车辆使用中包括充电、自动驾驶、OTA 升级

等场景下带来的风险，而这些方面在研发新能源车险产品

时需要测算”。

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的维修保养与传统燃油汽车也存

在显著区别，二者之间定价结构理应有所不同。但记者调查

发现，新能源汽车与燃油汽车的保单条款并无实质差异，有些

条款根本不适用新能源汽车。比如，燃油车保险责任中，很重

要的一条是因发动机进水引起的车辆损坏，保险公司要承担

保障责任。但新能源车没有发动机，只有电动机和电池。保

险条款中又没有关于电动机和电池的保障责任。

记者调查发现，尽管新能源汽车不断更新换代，有的热门

车型已经迭代三四次，但配套的专属车险却迟迟没有推出，在

售新能源汽车只能沿用燃油汽车车险的保险条款。有不少新

能源车主向记者坦言，“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成本几乎占据整车

成本的一半，但是车损险保障责任里却没有包括电池损坏引

起的责任风险。在厂家质保期内不出险还好，一旦发生此类

事故，定损难、理赔难的现象会成为困扰车主和保险公司的共

同难题”。

既然行业有需求，市场有期待，为何新能源汽车的专属条

款迟迟不能推出？“目前来看，新能源汽车受总体体量小、车型

迭代快、产业化时间短、潜在风险未完全显现等因素影响，保

险业所掌握的新能源汽车承保理赔数据有限，影响了新能源

车险纯风险保费的测算。”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说。根据公安

部交管局数据，截至 2020年末，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为 492

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72%。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大数法则是保险业建立的数理基

础。根据大数法则，承保的危险单位越多，损失概率的偏差越

小；反之，承保的危险单位越少，损失概率的偏差越大。因此，

保险人只有掌握足够多的数据，才能比较精确地预测危险，合

理厘定保险费率。以目前积累的保有量和出险数据来看，短

时间内出台新能源车专属保险产品还有难度，只能从部分条

款先行先试，不断提升车险的保障水平，同时也保障财险公司

的稳定运营。

专属条款需多点发力

与传统燃油汽车相比，新能源汽车的动力来源还有更细

致的划分，既有纯电动，也有混合动力。混合动力车辆既有电

池系统，也有动力总成，研发新能源车险需要兼顾不同车型的

风险保障，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开发难度。不过，随着新能源汽

车风险数据的不断积累，行业会逐渐建立起完善的车型风险

评定定价体系，为专属条款的推出打下基础。

王绪瑾认为，如果区块链技术能够应用于里程计算，未

来 UBI车险或将成为车险行业一个新的发展方向。UBI车险

是基于使用量而定保费的保险，是通过车联网、智能手机等联

网设备将驾驶者的驾驶习惯、驾驶技术、车辆信息和周围环境

等数据综合起来，建立人、车、路多维度模型，以进行定价。

业内人士分析称，一方面，UBI车险能够合理反映出驾驶

者的保险和风险成本，体现保费的公平；另一方面，能够帮助

保险公司合理定价、提升客户体验，提高事故处理时效，而且

通过价格的调节，有助于改善安全驾驶行为。

中国银行保险信息技术管理有限公司的调研报告显示，

家用车中新能源汽车出险率高于传统汽车 11.7个百分点，导

致其赔付率高出 5.4个百分点。而机关用车和公路客运汽车

中的新能源汽车赔付率则明显低于传统汽车。这说明新能源

汽车保险在专属条款中有必要考虑车辆用途，根据用途做好

差异化定价。

车险业务迎来新增长点

银保监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车险综改以来 89%的保单

签单保费下降，其中保费降幅超过 30%的保单占比达到

64%。截至 2月底，全国车险综合费用率同比下降 9.39个百分

点，车险手续费率同比下降 6.75个百分点。从财险行业发展

来看，改革使得保险公司短期业绩承压，叠加疫情影响，使得

险企利润下滑。业内人士预计，传统车险业务需要重新寻找

盈亏平衡点，而新能源车险如果能够扩大规模，将成为财险公

司新的业务增长点。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国内很多大型险企包括平安、人

保、太保等多家保险公司已着手针对新能源汽车开发设计专

属保险，或正推行相关计划。“我们通过积累的新能源车历史

承保数据、理赔数据，对比传统车在多维度上做了一些专项分

析，以此评估新能源车的风险水平。同时积极与主机厂等外

部合作伙伴共同开展针对新能源车三电系统的特有风险研

究。”平安产险上述相关负责人说。

银保监会近日表示，下一步，将结合国务院《新能源汽车

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有关要求，组织行业持续加强对

新能源车险的研究，重点涵括新能源车特有的电池、电机等动

力设备及其衍生风险，力争早日推出新能源汽车保险专属示

范产品，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随着一系列利好政策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会

进一步加快，到 2025年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量将达到新车销

售总量的 20%左右。这意味着，当前在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

占有一席之地，就可以为未来的发展带来先发优势。

此外，新能源汽车销量的增长也让汽车制造商看到了

未来车险业务的新增长点。值得注意的是，2019 年 4 月，新

能源汽车制造领域“龙头”特斯拉在美国加州推出了自己的

保险产品，并称能够提供比传统保险公司低 20%至 30%的保

险费率。

2020 年底，吉利控股受让合众财险 1.33 亿股股份，成为

合众财险第二大股东。合众财险在回应媒体时表示，未来将

通过业务创新、模式创新等，借助科技赋能保险，探索数字化

车险、专属品牌车险等。尤其是在产品设计定制化、销售场景

化、定价个性化等方面，持续进行产品优化和创新，提升产品

服务质量，增加用户黏性。这也使得新能源汽车保险市场的

竞争愈发激烈。

可以预见的是，无论是财险“老三家”，还是新兴互联网财

险公司，如果能在新能源汽车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可以为长

远发展带来先发优势。从这个战略高度看，新能源车险这片

蓝海市场无疑会成为财险公司的必争之地。

为花博会护航、为花博会助力、为花博会添彩！

2021年 4月 13日，第十届中国花博会品牌合作伙伴和

指定保险服务商——中国太平洋保险 （以下简称“中国太

保”） 在上海崇明举办服务第十届中国花博会启动仪式，

现场发布花博会服务方案，递交总保额逾3500亿元的综合

保险保单，发出中国太保服务花博会的集结号！

为更好地服务花博会，中国太保选拔有经验、有能

力的专业管理和技术人才，全力围绕服务保障、客户活

动、品牌宣传等打造综合服务方案，集全系统之力，统

筹推进各项服务工作。展会期间，中国太保将在花博会

园区设立“太平洋保险花园”、“太保家园”展区、“太保

服务点”，立体展示太保企业文化及产品服务，全面展示

品牌形象。

花博会期间，中国太保将举办“三十年·在一起”

系列客户活动，包括“金福人生观花博”、长三角女企业

家联盟峰会、“6·16”伙伴节、系列亲子活动、“感恩 30

年·不负好春光”客户摄影大赛等。仪式现场，中国太

保向广大客户发出参与活动的诚挚邀约；并成立服务第

十届中国花博会青年突击队，为即将到来的花博会提供周

全服务保障。

启动仪式上，20幅由四川凉山州南山傈僳乡希望小学

的孩子们绘就的“我心中的花博会”画作引发关注。中国

太保支教志愿者向花博会组委会赠送画作，送上孩子们对

花博会圆满召开的真挚祝福。

仪式现场，中国太保向花博会组委会递交一揽子综合

保险保单，并与点意空间集团、山西省花卉协会、上海博

海餐饮、上海道道鲜餐饮等四家单位签署保险生态服务协

议。中国太保将为参展商、商业主体、观众设计全生命周

期的保险方案，打造保险生态服务圈，主要险种覆盖工程

一切险、货物运输险、展会责任险、活体花卉植物保险、

商户综合责任保险、专属游客意外险等。

中国太保希望通过提供保险、养老、投资等多方

面的综合金融创新服务，为崇明生态岛建设贡献“太

保 力 量 ”。

（数据来源：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

中国太平洋保险服务第十届中国花博会正式启动

·广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批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天府三街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287

许可证流水号：00716991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

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

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2021年03月30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三街199号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1年04月06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终止营业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批准予以终止营业，注销《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

予以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百锦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073

许可证流水号：00321914
批准成立时间：2005年12月13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百锦路268号

批准终止营业时间：2021年3月17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