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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市场电子化趋势(裴传智；12月20日)

文章作者：裴传智

  我国票据市场发展已经初具规模，但尚在初级阶段。据有关部门统计，2003年商业汇票累计签发2.5万亿元，贴现、转贴现累计金额4.5

万亿元，在金融市场体系中，其交易规模仅次于传统存贷款市场和债券市场。但是，和发达市场相比，我国票据市场发展相对落后。一是我

国票据市场的主要工具是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欠发达，商业本票空缺；二是交易品种局限于现货，衍生产品空缺；三是投资主体局

限于存款类金融机构和企业，基金和保险等机构投资者并未进入；四是票据介质局限于“纸”，电子票据空缺；五是票据市场电子化处在起步

阶段，交易方式基本上是传统的“OTC”模式。正是由于签发和流通纸质票据，票据造假犯罪等问题一直严重威胁着信贷资金的安全；而由于

基础设施落后、品种和主体不足，票据市场效率低下长期制约着票据市场发展。 

  建设现代化票据市场，一方面需要制度、工具和主体的扩容和创新，即建立企业、银行信用评级制度，发展商业本票和票据衍生产品，

扩大票据市场投资主体；另一方面，需要加快票据市场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实现票据市场电子化。 

  从国际国内经验和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发展潮流来看，票据市场电子化和电子票据是票据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暨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对票据市场电子化，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和广泛的市场论证，目前已形成了电子化的基本思路： 

  票据市场的理想模式是签发和流通电子票据，但未来的市场预计是电子票据和纸质票据并存。因此，票据市场电子化应该解决三个问

题：一是纸质票据防伪查询问题；二是签发和流通电子票据；三是建立全国统一的报价、交易、查询及信息服务系统。 

  票据市场电子化可由相对独立、相互联系的三部分构成。一是商业银行台面电子业务处理系统（软件）。通过这一系统，商业银行在柜

面可实现票据日常业务处理的电子化，并形成各业务点面的数据库。二是商业银行内部票据业务电子管理系统，其特征是以商业银行法人为

单位，内联本行系统各网点的票据业务柜台及交易室的票据电子业务处理系统，实现系统内票据业务统一管理和数据集中；外联银行间票据

市场的电子服务平台，获得跨行业务的电子通道。三是银行间票据市场的电子服务平台，联结各家银行的票据电子系统并向各行交易室和柜

台提供接口，实现票据查询、无纸票据见证和银行间票据市场报价、交易及其他信息服务的电子化，并为商业银行的票据业务提供数据备

份。 

  可按“柜面处理、集中登记、电子加密、联网查询、分工负责、三层对账”的原则规划整个票据业务电子处理流程。简而言之，一是商业

银行通过柜台为企业提供电子账户，签发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或受企业之托代理签发商业承兑汇票，承办电子票据的保管、转让和纸质票据的

加密登记。二是银行间票据市场电子服务平台作为第三方，对商业银行电子记录的票据要素集中登记，并对电子票据以及票据转让提供见证

服务。三是对集中登记的票据，可以受托或授权实现联网电子查询。四是商业银行柜面负责电子化处理以及上传集中登记的票据数据的真

实、完整和自身柜面数据库的安全；商业银行法人确保系统内部集中管理的票据业务电子数据的安全性；银行间票据市场的电子服务平台负

责保障集中保管和跨行交易的数据安全。五是实现柜面数据、系统内数据、银行间市场集中保管数据的三层对账，防止信息的错误与遗漏；

通过纸质票据记载的要素与电子加密记载的要素以及联网查询的结果三层对账，防范纸质票据的造假犯罪。  

文章出处：《金融时报》 

 

[推荐朋友] [关闭窗口]  [回到顶部]

转载务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编：100732 电话：010-65136039 传真：010-65138307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