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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担保，是指在借贷、买卖、货物运输、加工承揽等经济活动中，债权人为保障其债权实现

的，要求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担保的合同。担保方式为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和定金五种

。  

      受中小企业经营困难、信用水平下降影响，担保行业业务风险上升，代偿发生情况不断增

加，部分担保机构因失去代偿能力而倒闭。根据银监会数据显示，2014 年末，行业融资担保

机构由 2012 年的 8590 家下降至 7898 家，数量连续两年负增长。而根据 14 家样本担保机构1代

偿数据统计，2013-2015 年，样本担保机构累计担保代偿率平均值分别为 0.45%、0.75%和

0.88%，代偿率持续上升。

 2004-2014年中国担保业机构数量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 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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