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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担保行业鱼龙混杂。目前担保公司主要分三类，一类是纳入监管体系的融资性担保公司，

第二类是非融资性担保公司，第三类则是以担保公司名义开展担保和非担保业务的中小型金

融机构。融资性担保业务由于高风险、高资本要求的业务属性，监管部门对其监管力度较非

融资性担保业务更为严格。  

      目前监管仍面临诸多问题。第一，监管主体仍不明确；第二，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第三，

监管执行力仍待提高。部际会议对地方政府部门的约束力不足，地方管理部门的专业水平有

限，加上监管法规的不健全，对于融资性担保企业的监管浮于表面。

      由于一些地区非融资性担保公司数量激增、业务混乱等问题日益突出，大量非融资性担保

公司不经营担保业务，甚至从事非法吸收存款、非法集资、非法理财、高利放贷等违法违规

活动，对有关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担保市场深度调查与投资策略报告》依据国家

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

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分析。它是业内

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规避经营和投

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是国内权威的市场调查、行业分析专家，主要服务有市场调查报告，行

业分析报告，投资发展报告，市场研究报告,市场分析报告,行业研究报告,行业调查报告,投资

咨询报告,投资情报，免费报告,行业咨询,数据等，是中国知名的研究报告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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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互助性担保机构发展优势

7.2.4 互助性担保机构的局限性

7.2.5 互助性担保领域发展潜力

7.2.6 互助性担保机构发展建议

7.3 政策性担保机构发展分析

7.3.1 政策性担保机构行业地位

7.3.2 政策性担保机构发展现状



7.3.3 政策性担保机构经营分析

7.3.4 政策性担保机构职能

7.3.5 政策性担保机构面临问题

7.3.6 政策性担保行业发展趋势

7.3.7 政策性担保机构发展建议

7.4 商业性担保机构发展分析

7.4.1 商业性担保机构行业地位

7.4.2 商业性担保机构经营分析

7.4.3 商业性担保机构盈利能力

7.4.4 商业性担保机构风险管理

（1）风险管理体系具体运作

（2）风险管理策略实施建议

7.4.5 商业性担保机构发展优势

7.4.6 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7.4.7 商业性担保机构发展现状

（1）外部环境

（2）内部环境

7.4.8 商业性担保领域发展趋势

7.4.9 商业性担保机构发展建议

7.5 担保行业不同性质企业经营案例分析

7.5.1 中小民营担保机构经营案例

7.5.2 互助型担保机构经营案例

7.5.3 政策型国有担保机构经营案例

7.5.4 大型民营担保机构经营案例

7.5.5 市场化运作的国有担保机构经营案例

 

第八章：中国担保企业个案经营状况分析

8.1 担保企业总体经营状况分析

8.2 担保行业个案经营数据分析

8.2.1 中国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历程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优劣势分析

8.2.2 中鸿联合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历程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优劣势分析

8.2.3 成都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1）企业发展历程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优劣势分析

8.2.4 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历程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优劣势分析

8.2.5 广东中盈盛达融资担保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历程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优劣势分析

8.2.6 哈尔滨市企业信用融资担保服务中心

（1）企业发展历程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优劣势分析

8.2.7 北京首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历程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优劣势分析

8.2.8 成都合力创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历程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优劣势分析

8.2.9 深圳市中合银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历程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优劣势分析

8.2.10 广东银达融资担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历程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优劣势分析

 

第九章：中国担保行业发展趋势与前景分析

9.1 担保行业发展风险分析

9.1.1 担保行业非法集资风险

9.1.2 担保行业房产回购风险

9.1.3 担保行业高息担保风险

9.1.4 担保行业连锁加盟风险

9.1.5 担保行业监管政策风险

9.2 担保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9.2.1 商业化运作趋势

9.2.2 细分市场专业化趋势

9.2.3 一体化联盟发展趋势

9.2.4 银、保、企合作发展趋势

9.2.5 担保行业间竞争趋势

9.2.6 担保行业洗牌趋势

9.3 担保行业发展前景分析

9.3.1 网络贷款担保发展前景

9.3.2 担保行业细分业务前景

9.3.3 担保行业市场容量预测

9.3.4 各性质担保公司发展前景

（1）政策性担保公司发展前景

（2）商业性担保公司发展前景

9.4 担保行业发展建议

9.4.1 担保行业风险防控建议

9.4.2 担保行业政策规范建议

9.4.3 担保机构与商业银行合作建议

9.4.4 担保机构可持续发展建议



9.4.5 担保企业选择中小企业的建议

9.4.6 担保企业发展路径选择建议

9.4.7 担保行业环境建设建议

 

第十章：中国担保公司投资机要点与机会分析

10.1 中国担保行业投资壁垒分析

10.1.1 担保行业市场准入分析

（1）准入政策

（2）进入壁垒

10.1.2 担保行业退出壁垒分析

10.2 中国担保公司基本情况

10.2.1 担保公司业务结构分析

10.2.2 担保公司收费情况分析

10.2.3 担保公司担保利率分析

10.2.4 担保公司规模增长指标

10.2.5 担保公司风险控制能力分析

10.3 担保公司的组建及运营

10.3.1 担保公司的组建流程

10.3.2 担保公司的经营特点

10.3.3 担保公司的操作管理

10.3.4 担保公司的内部制度建设

10.4 担保机构的盈利模式

10.4.1 担保机构收入来源分析

10.4.2 担保机构成本结构分析

10.4.3 担保机构盈利模式选择

10.5 担保机构设立的可行性分析

10.5.1 公司概况与发展

10.5.2 公司的组织管理机制

10.5.3 公司盈利模式与财务计划

10.5.4 公司风险控制技术与策略

10.5.5 实施计划与安排

10.6 担保行业发展机会分析



10.6.1 民间资本市场发展带来的机会

10.6.2 互联网市场发展带来的机会

（1）网络借贷P2P平台发展现状分析

（2）担保企业在P2P平台上的价值分析

（3）网络借贷P2P平台发展趋势与机会

10.6.3 工程建设市场发展带来的机会

10.6.4 抵押担保资产证券化带来的机会

10.6.5 担保基金委托管理带来的机会

10.6.6 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带来的机会

10.7 担保企业转型CDS服务的机会

10.7.1 网络借贷担保模式发展趋势

10.7.2 担保企业转型CDS模式的必然性分析

10.7.3 担保企业转型CDS模式的盈利与风险

 

第十一章：互联网金融对担保行业的机遇挑战及应对策略

11.1 互联网金融发展情况分析

11.1.1 互联网金融主要模式及核心要素

11.1.2 互联网金融在我国发展现状

（1）第三方支付

（2）P2P网贷

（3）众筹融资

（4）电商小贷

（5）互联网理财

（6）虚拟货币

（7）金融产品互联网销售

11.1.3 互联网金融兴起剖析

11.1.4 互联网金融的优势及风险管理

11.1.5 互联网金融未来的发展趋向

（1）互联网金融业务发展趋向

（2）互联网金融服务发展趋向

11.2 互联网金融对担保业的冲击与机遇

11.2.1 互联网金融给担保业带来了什么



11.2.2 互联网金融对担保业的冲击与机遇

11.3 担保业转型突围方向及互联网金融布局策略

11.3.1 担保业转型突围方向与路径

（1）积极营造担保生态圈

（2）全面推进市场化发展

（3）重视产品设计及客户体验

（4）重塑内部组织架构

（5）人资管理自主化

11.3.2 担保业互联网金融布局优秀案例分析

 

第十二章 电商行业发展分析

12.1 电子商务发展分析

12.1.1 电子商务定义及发展模式分析

12.1.2 中国电子商务行业政策现状

12.1.3 2013-2015年中国电子商务行业发展现状

12.2 &ldquo;互联网+&rdquo;的相关概述

12.2.1 &ldquo;互联网+&rdquo;的提出

12.2.2 &ldquo;互联网+&rdquo;的内涵

12.2.3 &ldquo;互联网+&rdquo;的发展

12.2.4 &ldquo;互联网+&rdquo;的评价

12.2.5 &ldquo;互联网+&rdquo;的趋势

12.3 电商市场现状及建设情况

12.3.1 电商总体开展情况

12.3.2 电商案例分析

12.3.3 电商平台分析（自建和第三方网购平台）

12.4电商行业未来前景及趋势预测

12.4.1 电商市场规模预测分析

12.4.2 电商发展前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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