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bjnydb.com.cn

1

创新风控赋能
三农普惠担保业务提质增效

北京市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



目录

2

一 北京农担转型情况

二 三农普惠业务风险管理实施路径

三 一些思考



Part 01

北京农担转型情况

3



1.成立背景与功能定位

Ø 2008年，北京市委、市政府《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京发[2008]8号)“加大政策性农业投资和担保力度。北京市委市政府为

建立健全首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引导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投资“三农”，出资设立农业投资、农业担保、农业产业基金“三位一体”的

投融资平台。2009年3月18日，北京农担成立，是全国成立较早的省级政策性农业担保公司。

Ø 2017年，财政部、农业部、银监会《关于做好全国农业信贷担保工作的通知》 (财农[2017]40号)“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政策性支持、市场

化运作、专注农业、独立运营的农业信贷担保体系，是财政撬动金融支农的一项重大机制创新。各省要推进省级农担公司组建和运营，确

保农业信贷担保贴农、为农、惠农、不脱农。”

Ø 愿景：让乡村与城市同美好！

Ø 使命：担政策性担保重任，促农业转型、助农民增收、谋农村发展

Ø 功能定位：首都三农普惠金融引领者

 “引金融活水，润首都三农”

Ø 经营方式：“政策性资金、法人化管理、市场化运作”



应政策而生，应政策而调整，应政策而发展

成立

2015年121号文，对从事粮食生产

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新型经营主体

担保余额不得低于总担保规模的

70%。提出建立健全全国农业信贷

担保体系，建立农业信贷担保经营风

险补助机制。

2017年财农40号文严格界定政策
性业务标准，实行“双控”标准。
符合“双控”标准的担保额不得低
于总担保额的70%。同时组建农业
信贷担保工作指导委员会。坚持政
策性定位，确保农业信贷担保为农、
惠农，不脱农。

财农15号文：单户在保不超过1000
万元，10万元-300万元不得低于
70%；提出绩效评价指引；业务范围
可根据各省实际适当放宽；完善财政
“一补一奖”政策。

2018年5月，三部召开推进全国信
贷担保工作视频会议。强调建立健
全财政支持的农业信贷担保体系，
明确要求各级农业信贷担保机构严
格执行财农【2017】40号文。

市财政修订《资金管理办
法》，落实业务范围、担保
费补助、业务奖补内容；制

定绩效考核标准。

2015 2017

2021 20182020

北京市《实施意见》《资金管
理办法》，提出建立北京市指
导委员会，明确业务范围执行
“双控”、非农及大额农业退
出时间。

2019

2010年，市财政《农业担保
资金管理办法》，规定担保对
象和业务范围，京郊14个区县
注册企业均在涉农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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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范围

主要支持京津冀地区
Ø 1.农业生产，设施农业、种植业、畜牧、渔业、林业；
Ø 2.农田建设；
Ø 3.农资、农技、农机服务；
Ø 4.农产品收购、仓储保鲜、销售、初加工服务，具体指：

• 农副产品收购、初加工
• 农产品检测、品质提升与追溯
• 仓储保鲜冷链物流体系建设
• 与农业初级产品直接相关的食品制造
• 中医药加工制造
• 农副产品批发和零售等农副产品加工流通服务

Ø 5.农业科技服务；
Ø 6.农业新业态服务，包括：

• 休闲农业、乡村旅游、餐饮民宿、创意农业、农耕体验等产业服务；
• 农业信息化，“互联网+农业”，农业电商等数字农业服务；
• 本市政府部门主导的与农村生活设施建设、农业服务体系建设、农村改革相关的

产业服务。

1.“双控”调整-业务范围



担保额度
Ø 担保规模限定为单户在保余额不超过1000

万元。

Ø 【10-300万】占比不低于70%

担保费率
Ø 10-300万担保费率不超过0.8%（政策性扶

贫项目不超过0.5%）。

Ø 300-1000万担保费率1.2%-2%。

Ø 无评审费。

Ø 同时按照北京市政策要求，针对部分行业

降费

1.“双控”调整-额度调整



2.组织架构调整

Ø 撤一、二、三部建分

公司；

Ø 成立创业研发部、创

新业务部、信息管理

部

Ø 正在筹备：百村工程

Ø 部门融合：打破、重

建



3.业务体系调整

担保网络体系覆盖京郊、辐射津冀

2017年响应政策号召下沉，成立怀柔、平谷分公司；

2019年初实现全员下沉，主要郊区全覆盖，设立创新业务部；

2021年设立农流通业务部，通州、顺义团队设立，京郊十区全覆盖；注册
雄安分公司试运营

目前已形成“321”担保网络体系

Ø三大业务管理部：京东管理部、京西管理部、京北管理部

     聚焦首都，结合各区产业特点及政策，服务区域特色产业发展。

Ø两个直营业务部门：农流通业务部、创新业务部

发力菜篮子保供和农产品流通；批量化、线上化、场景化为主的供应
链和平台业务。

Ø一个京外机构：雄安分公司根据政策要求围绕津冀产业开展涉农担
保业务。

通州分公司



4. 业务结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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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性 政策外双控 非双控

农业项目     +34%    -9%      -24%      +10%    +36%  政策性项目     +20%      +67%      -16%      +46%     +55%  单位：亿元

1.2017年至2020年，非农解除22亿元；
2.2017年至2021年，双控外大农解除超过20亿元；
3.2017年至2022年6月，户均由122.5万元降至36万元；
4.2017年至2022年6月，项目经理人均管户由46户提升到70户；
5.2017年到2022年6月，双控业务占比由不到30%调整到90%；
6.2017年至2022年6月，在保规模由近60亿元下降到2019年的
30亿元，逐步提升到48亿元。今年年底预计到52亿元；
7.产品化率提升到80%；
8.抵押类资产占比下降到28.81%（202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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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普惠业务
风险管理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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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面临的问题：

Ø 1.大项目的安全退出问题

Ø 2.小项目的风险管理模式问题：传统方式的天花板已经出现，业务增长的可持续性面临挑战

问题来了



走访多家省级农业担保公司，在农业担保体系框架下成立的省级担保公司，具有以下特点：

1.没有历史遗留问题，完全在新的体系下设立而成；

2.围绕“双控”展开业务，300万以下占比90%以上，大部分省户均都在50万以下，部分省户均10万左右；

3.政担优势明显，政府站台，政策补充，全面调动各方资源；（村、党建、政策、数据、银行）

4.产业基础优势明显。

山东农担（鲁科数据+银行深度捆绑）

河南农担（数智平台+政银担错位互补）

浙江农担（数字农担）

安徽农担（党建引领码上办）

调研和回归



自我盘点，北京农担还需要走一条适合自己的转型之路

调研和回归



1.形成共识：大项目退出，聚焦首都三农普惠

u 集中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退出方案、时间表和责任到人

u 风险化解机制：动态监测、预警化解，2021年化解风险项目超1亿元

u 坚定不移坚持“双控”政策，聚焦小微，破三农普惠信贷的题，制定“十四五”战略目标



“优农贷”产品体系，五大类 二十余项

Ø 菜篮子保供

Ø 乡村旅游

Ø 特色农业主体

Ø 平台合作（银担合作、担担合作等）

Ø 供应链金融

2.第一步：产品引领

→ “优农贷”产品体系包含五大类型，三十余个特色产品；

→ 针对各区产业特点及政策，出台特色普惠产品（如西瓜贷、板栗贷、栗蘑贷、大桃贷）；

→ 精准聚焦核心产业和群体，深入调研，挖掘需求，如菜篮子保供产品树、农惠保、民俗保。

u 与2017年相比，2021年传统业务产品化规模占比翻4倍，户数占比翻倍；

u 至2021年，近95%（笔数）业务通过产品化方式开展，为业务端人均效能提升，内部流程提速，业务规模上量提供有力支持。

小、散造成了整体效能低下，客户满意度不高

→ 建立标准化产品模型，易推广、好复制，适应普惠业务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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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1.经验判断转变为数据分析

2.单笔人工审批转变为批量自动化智能风控

现状：
1.自主开发的普惠金融业务平台已上线

2.数据中台正在建设中，预计一期将于年底上线

3.模型现状：保前：预审模型（客户分级、反欺诈）

                  保中：决策模型（额度模型）

                  保后：监测预警模型（二维差异化监测模型）

4.三端：资产端：打开多方渠道（白名单预授信、百村工程、建档立卡……）

            流程端：分产品提速、无纸化、纯线上模式

            资金端：差异化合作
5.正在研究：按照标准化产品“秒批秒贷”，少干预、线上化的思路，
                          针对小额（如50万元以内）信用业务推出线上绿通模式。

重塑风控体系

以客户为中心，以数据为核心

特点

大数据

流程

3.第二步：科技赋能



4.第三步：新型银担合作，创新分险模式

模式一：单审单批业务模式

• 对单个项目进行独立审查，独立批准

• 重复审查、时间长、效率低

• 1+1=1

模式二：“总对总”限率业务模式

• 共建模型，见贷即保、见保即贷、信息对称

• 充分调动资金方资源，效率高，效能大幅提升

模式三：比例分担模式

• 模型共建，互信互通、风险共担

• 错位尽调、互补把关、白名单一揽子担保

• 资源共享，1+1>2，可持续、稳健的银担合作关系

主
体银行

金融机构

农
担



模式四：线上对接模式

• 银担系统对接，建行北分、上海银行、邮储银行北分

• 农担作为主尽调方核实申请主体信息，授信高达300万元、随借随还

• 便利快捷、线上审批

模式五：供应链金融模式

• 核心企业供应链业务，银担企共同打造产品模型

• 以数据为核心

• 针对性建模，适用性强

主
体银行

金融机构

农
担

4.第三步：新型银担合作，创新分险模式



5.第五步：风险职能转变：“管理+服务”

外部合作：银
担合作、公证
处、国家农担
和再担保、农

投

风险总控中心：
项目审批、产品
监控、保后管理、
风险化解，为业
务风险负责。

流程处理中心：
项目审批到放款
的流转、服务。

放款管理中心：
合规性审核、档
案管理。

制度建设、信
息提示、数据
风控等

1 2 3 4 5



5.第五步：风险职能转变：“管理+服务”



管理职能-代偿率总控、全流程风险管理：全面保障公
司整体风险，落实风险总控（复审下沉、部门融合）

以管理为目标，以服务为支撑，实现风险控制、有效
支撑，业务高质量发展。

服务职能-流程服务、业务指导：流程服务、效率监控、
部分授权

5.第五步：风险职能转变：“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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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第六步：挖掘业务场景，创新风控技术

　 传统 现状

业务结构变化笔均额度高、反担保覆盖率高笔均额度低、反担保覆盖率降低

行业范围 大涉农+非农 调存量、新增符合“双控”

风控逻辑 还款来源、房产抵押

小额普惠业务逻辑：
1.注重真人真事；
2.第一还款来源；
3.小额分散。

风控实现方式资产抵押为主

1.批量化业务：限额、限率；数据风控
2.标准化产品：场景化、产业链+数据化
3.非批量业务：
产业逻辑：奶牛、肉羊、生猪、土豆等；
政策逻辑：龙头企业、合作社、民俗户等；
大数据逻辑：整理风险是可监测的；
反担保创新：成年子女连带、有资质的保证人、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农宅承租权质押、根据行
业特点设定还款方式、披露相关资产信息等等。

风控技术 专家意见 数据风控+专家经验

保后管理 按季度保后 运用数据风控方式实现二维差异化保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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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风控：注重行业研究、适应场景差异化，不等
于数据化风控

技术层面

大数据风控：和传统风控的补位关系（人+科技、软信
息+硬数据）



实践证明：扎根农村、深耕市场，专心、专注才会专
业

实施层面

任何创新都不会突破经营规律和风险的底层逻辑



www.bjnydb.com.cn

首都三农普惠金融引领者

责任 进取 务实 创新

2022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