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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简介

• 北京大学经济学本科，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博士，中国注册会计师。现任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创新创业研

究中心主任、教育部优秀创新创业导师，国家融担基金特邀入库专家、河南农担公司和中原再担保集团

长期战略顾问，中关村亚洲杰出企业家成长促进会（AAMA亚杰商会）“摇篮计划”导师，李建良私塾创始

人，北京明德世纪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首席顾问。

• 曾任国家新兴产业创投计划顾问和专家组组长、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独立董事、国家财政部中央国家

机关政府采购专家评审委员、工信部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专家咨询委员、中国管理研究会风险投资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电视台财经评论员、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副总裁。兼任北京大学光华

管理学院、清华大学职业经理训练中心等多所知名学府总裁班、DBA和EMBA课程教授。2012年获第二届

中国商学院领袖年会“中国商学院学子心中最受尊敬教授”称号，2017年获英国大本钟-金桑树奖“最受推

崇经济学家奖”。

• 熟悉农业、养老、文化传媒、金融等产业，实地调研了河南省108个县的各种经营主体和细分产业的数千

个农业项目，并担任多家农业企业管理顾问，对产业细分领域商业模式有深入研究。

• 研究方向为创业（风险）投资、融资担保、企业成长与公司治理。出版有《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参股子基

金的管理评价方法》、《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运作的尽职调查与风险防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联合

投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引导模式》、《创业投资基金的法律规制》、《理财我教你》、《金钱

的管理》、《风险投资的风险收益机制》等多部专著，承担纵向和横向课题数十项，并为近百家企业和

政府部门提供过管理和投融资咨询服务。



模式设计的方法论

抽象假设-逻辑推导-
逼近假设的制度设计

（先验理论）

模式设计方法论：

中西合璧

真实环境-非逻辑推
导-适应环境的制度
设计（历史经验）



为什么要开展批量担保业务

• 担保的底层逻辑：担保是抵押的替代品，是对赌的外包，服务对象是中小微、三农主体和技术型轻资产企业

• 中小微、农业主体和技术型轻资产企业的重要性

• 中小微企业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的GDP，70%的技术创新和80%的就业；

• 三农的重要性：民生保障（粮食与大宗农产品安全）、社会稳定器（就业）、原材料供应基地、防御纵深；

• 高新技术的重要性：发展源于技术创新与人口增长，安全依赖装备水平与经济基础。

规模要求• 中小微、农业主体和
技术型轻资产企业“小、
散、杂”特点鲜明

• 担保机构人均可作业
业务笔数存在上限

• 中小微、农业主体和技术型轻资产企业“信息不对称和不充分”问题突出，不确定性（风险）高，故担保机构的核心
能力是特定服务场景下优于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

• 从底层逻辑来说，担保的风险管理有两层含义：一是分信息不对称的险；二是承信息不充分的险。前者受到
金融科技的挑战，去担保化趋势明显；后者依赖于商业逻辑、分阶段决策、风险边界和价值观，金融科技取
代不了。

• 保费不能是利率加成，而必须是利率折让。

风控要求

效
率
要
求

效
益
要
求

• 牌照特征决定担保的资金收支
难以闭环，市场失灵决定担保
的成本收益难以内化

• 政策效益优先+可持续运营保
障（补贴补助、资本金补充等）

化解“平衡”难题：批量业务



担保的底层逻辑（先验理论方法）

经
济
学
中
的
信
息
问
题



业内现有典型批量业务模式

分险+熔断

担保机构用可承受代偿
率“花钱买数”，没有体
现出特定服务场景下优
于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

合作银行按代偿率熔断
线获得风险补助

见贷即保

担保机构单方面信任银
行，未体现出特定服务
场景下优于银行的风险
管理能力，银行转移“可
疑”或“损失”项目概率高

担保机构无条件代偿

国家
融担
基金
体系
的“总
对总”
业务

邮储
银行
的“小
额易
担”和
“粮食
收购
贷”业
务



基于化解“平衡”难题的批量业务模式优化设计要求

规模要求

• 业务笔数多

• 业务覆盖地域广

• 业务覆盖行业宽

风控要求

• 逾期率和代偿率要

低

• 不能逐个项目进行

风险审查

效率要求

• 需要减少总人工

• 需要借助合作机构

人工

效益要求

• 要靠专业风险管理

能力获得利率折让

• 要靠政策效益获得

保费补贴、风险补

助和资本金补充

项目组合管理
批量作业

基于清晰风险管理
策略的模式风控

大数据AI
银担补位合作

提升专业风险管理能力
政担补位合作



批量业务模式优化设计的总体逻辑



批量业务模式之“模式风控”

模式风控的基础：清晰的风险管理策略



批量业务模式之“模式风控”（续）

• 模式风控的要点

• 保前批量业务方案（项目组合管理方案）设计、方案评审决策与合作机构准入管理：由“逐个项目进行风险

审查（AB尽调、项目评审委员会评审决策）”转向“保前设计的风险管理策略清晰的项目组合管理”和合作机

构准入管理

• 保中准入管理与补位合作：项目准入审查、大数据筛查（如有）、存疑项目联合调查、合作机构补位（不

重复干）和补位工作质量监测与风险提示（谁干谁负责）

• 保后风险监测：项目组合构造实现程度监测（如，小额分散型项目组合的额度监测和分散度监测、行业批

量业务的商业模式变革、行业景气周期与区县风险集中度监测）、合作机构保后补位工作质量监测与风险

提示、项目保后大数据筛查监测（如有）

• 项目风险处置：逾期项目联合调查与催收、代偿审查、分险与追偿



批量业务模式之“批量作业”

小额分散型项目组合批量（行业分散）……………项目批量………………行业批量（行业集中）

风险对冲 风险控制

保前组合设计与
保后组合监测

保前行业商业模式把控
与保后景气周期监测

项目准入排查（避免——证伪）
机构准入预警（避免/控制）
大数据筛查（控制）

政银担多方补位分险（转移/分散）
事后低比例分险或熔断（承担）

批量业务模式：模式风控+补位合作（相互补位+分险+担责）+批量作业
传统业务模式：项目风控+分险合作（无条件分险）+单个项目作业（尽调和风险审查）



行业商业模式把控



行业商业模式把控（续）



批量业务模式之“批量作业”（续）

• 批量作业的要点

• 担保机构逐个项目开展大数据筛查（如有）并对筛查存疑项目与合作机构开展联合调查；

• 担保机构不按传统做法逐个进行项目尽调、风险审查和项目评审决策与保后管理，而是按照项

目批量打包开展评审决策和保后管理，包括重点项目库建设、组合管理与行业研究、批量业务

方案设计与评审决策、大数据筛查（如有）、存疑项目联合调查、批量业务保后风险监测、合

作机构补位工作质量监测与风险提示、逾期项目联合调查与催收、代偿审查等；

• 在担保机构开展大数据筛查（如有）和存疑项目调查核实基础上，对逐个项目的传统尽调、风

险审查和项目评审决策由签署互信协议的合作银行或其他合作机构来补位完成并由补位方承担

尽职责任。



批量业务模式之“补位合作”



批量业务模式之“补位合作”（续）

• 补位合作的要点

• 补位合作的原则是不重复干（比如尽调），谁干谁负责和合作方分险

• 政担合作的核心是担保机构帮政府扶持产业，所以担保机构要向政府提供可以打动政府（有一定扶持规模、

对准主导产业、可以产出亮点业绩）、切实可行的产业服务方案，而作为交换，政府向担保机构贡献可以

提供的扶持资源，包括但不限于提供风险补偿金或周转金、三级金融服务组织人力投入、代偿追偿司法支

持、属地贴息与奖补政策、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批量业务配套投入等，实事求是，一地一策；

• 银担合作的核心是除大数据筛查（如有）和存疑项目联合调查以及纯线上批量业务外，由合作银行来承担

逐个项目的传统尽调、风险审查和贷后（保后）管理并对其工作失职承担责任，对于其失职项目，担保机

构不予代偿。这是银担互信协议谈判的重点；

• 政银担补位合作的目是以政担合作促银担合作，争取银担合作主动权，如果没有政担合作也能实现银担互

信和补位合作，则政担合作就没有那么重要，甚至可以放宽到只要分险。



基于批量业务模式的业务规程再造



基于批量业务模式的大数据智能风控平台建设

业务模式与规程设计是前提
大数据和算力、运力、存力

是基础

算法是核心 场景是窍门

迭代是基本路径 智能是目标



基于批量业务模式的再担保运作创新：体系建设

省级再担保公司

省内国家级高新区政府性担保机构
（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融资担保）

专注农业的政府性担保机构
(服务“三农？领域融资担保）

地市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
(按行政区域分，考虑财政直管)

控/参股
再担保
战略合作

区县（市）担保机构

直保

产业链或产业
内批量业务再
担保/业务指导

专注其他细分产业的
政府性担保机构

融资项目

控/参股
再担保
战略合作

细分产业领域项目直保

产业链或产业
内批量业务再
担保/业务指导

产业链或产业
内批量业务再
担保/业务指导

细分产业领域项目直保 细分产业领域项目直保



基于批量业务模式的再担保运作创新：机构合作

省级再担保公司 合作担保机构

合作银行

增信、分险
引领、规范

放大规模
授
信

保证

授
信

再保证

和担保机构的双边协议（事后分险+去连带）：控股并表型或参股托管型再
担保、分险型增信补偿再担保和熔断型增信补偿再担保——担保机构找银行

和银行的批量业务/总对总协议（批量+分险）：小额分散型批
量业务、行业批量业务、奖补资金闭环型批量业务、产业链龙
头企业带动型批量业务——再担保和银行共同找担保机构

三方协议
（比例分
险）：分
险型增信
补偿再担
保或其他

市
县
地
方
政
府

产业
与项
目摸
排，
政银
担合
作

其
他
合
作
机
构

分险
及其
他补
们合
作

国家融担基金

增信、分险、投资、补助



基于批量业务模式的再担保运作创新：业务规模放大

• 控股并表型再担保放大

• 参股托管型再担保放大

• 分险型增信补偿再担保放大

• 熔断型增信补偿再担保放大

放大倍数

（再担保合作）

• 总对总批量

• 分险批量/熔断批量

• 小额分散型批量

• 行业批量（商业模式、奖补闭环、

产业链龙头企业带动）

• 大数据批量

批量业务

（银担/政银担合作）

按责任
余额算
放大倍
数和代
偿率，
分险对
业务规
模没影
响，对
实际代
偿有影
响

再担保要求

支小支农和服务战略高新要求

• 一手抓担保机构
• 一手抓合作银行
• 一手抓地方政府

抓机构数量（不
究风控逻辑，去
连带、熔断）

抓穿透引导（究
风控逻辑，补位
合作、分险）



基于批量业务模式的再担保运作创新：风险控制

穿透
去连
带

事后

分险

熔断穿透引导下批量业务风险控制
（模式风控+批量作业+补位合作）

穿透引导下非标项目风险控制
（项目风控+单笔作业+分险合作）

低比例分险和代偿率熔断
类再担保业务风险控制
（风险承担+非穿透）

规程重构



基于批量业务模式的担保机构内部管控体系建设

• 核心管控目标：担保额、代偿率、合规性

• 管控体系：指令+规程+文化

• 指令：正式组织（一对一命令秩序、机构下沉）+非正式组织（精神领袖与价值观同盟）

• 规程：作业流程+作业规范

• 文化建设：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

• 管控执行：岗位管理+员工激励（激励方向与手段矩阵）

主要发展目标

（运营核心目标）

反复发生的事

规程（普查、尽调、风评、决策、保后、出险应对、档案）

偶然发生的事：组织保障（指令）

业务信息系统支持、熟人网络建设

人力资源

产品开发、机构合作与宣传推介

偶然发生且指令不及时的事：文化建设

岗位管理

薪酬考核

HR开发
担保额
代偿率
合规性



当前环境下批量业务模式遇到的新“问题”

• 用途逻辑和流水逻辑不一致导致的银

担产品不匹配问题

• 项目逻辑和组合逻辑不一致导致的审

计巡视视野的“合规”问题

• 数据量和数据质量不足导致的大数据

筛查命中率问题

• 普惠考核压力下的银行非理性“去担保

化”和提额问题

问题

• 基础额度+上限额度

• 耐心、细致、系统解释+项目审批权

下移

• 数据治理+人工核实

• 抓项目源、大数据和基层网点建设，

着眼“见保即贷”，以短期规模下调换

长期能力提升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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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良私塾

James Studio

Thank Yo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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