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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通则》修订对票据市场有何影响(陈畅；2004年4月12日)

文章作者：陈畅

  人民银行和银监会4月6日联合发布公告，对修订后的《贷款通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体看来，修订后的《贷款通则》顺应了中

国金融市场发展变化的趋势，体现了经营、监管理念的更新和改进。而对于票据市场而言，此次修订具有尤为重大的意义，其核心要点在

于，1996年颁布实施的《贷款通则》在第二章第九条明确指出将票据贴现与信用贷款、担保贷款并列为贷款的一种，而此次修订的《贷款

通则》中只在第十条按有无担保将贷款划分为信用贷款和担保贷款，贷款种类中不再包含票据贴现。如果这一变化能够最终保留在新修订的

《贷款通则》中，必将对中国票据市场的走向产生积极的、富有建设性的影响。 

  首先，有利于商业银行正确认识票据业务性质，合理确定业务经营的风险点，有针对性地建立管理控制手段。一直以来，商业银行内部

对于票据业务属于信贷业务还是同业融资业务争论不休。从授信对象上看，银行承兑汇票的承兑和商业承兑汇票的贴现与贷款相同，都是对

企业的授信，而其他的票据融资业务（包括票据贴现），与同业融资业务相同，都是金融机构间的相互授信；从业务办理对象上看，贷款、

承兑和贴现是直接面对企业办理，转贴现、回购和同业融资直接面对商业银行；从用途上看，贷款、承兑和贴现直接满足了企业的短期融资

需求，而转贴现、回购与同业融资相同，是调剂商业银行资金余缺的重要手段。对票据业务的模糊认识和争论，直接导致了商业银行在日常

经营活动中比照贷款来管理和经营票据业务，但又分别在不同程度上使用了贷款、同业融资和票据业务的规则，操作上相当混乱。部分经营

机构利用票据业务与信贷业务交叉管理的盲点，哪一方面能够绕开管理就挂靠到哪种业务上，放松风险防范要求，逃避上级行监管。将票据

贴现从贷款种类中剔除，会使商业银行进一步明确票据贴现业务与贷款业务信用风险来源不同，前者的信用风险主要来自承兑人而非贴现企

业，而后者的风险主要体现在借款人的信用状况。因此，在经营票据融资业务的过程中，要将风险防范重点放到对票据真伪的鉴别和对承兑

人信用的考察上，这也体现了票据贴现业务与信贷业务的根本区别。 

  其次，有利于净化票据市场环境，剔除市场发展的非票据因素，还票据市场本来面目。2001年，人民银行下发了《关于切实加强商业

汇票承兑贴现再贴现管理的通知》，提出“对票据贴现和转贴现业务实行单独考核”，“票据融资不再计入金融机构的存贷比例考核”。据悉，

人行当时曾考虑将贴现贷款从贷款项下划出，但此提法因有悖于《贷款通则》，故未正式写入文中。但是，由于票据融资始终在各项贷款中

进行统计，客观上为商业银行通过增加票据资产扩大贷款规模，掩盖不良资产结构风险和降低不良贷款率提供了可乘之机。票据市场发展中

的非票据因素成了公开的秘密。明确票据贴现不属于贷款，还原了票据业务作为商业银行短期资金盈利渠道、流动性管理手段等本质特色。 

  第三，有利于解决票据贴现作为贷款管理造成的矛盾，进一步规范票据市场的经营行为，促进票据的使用和流转。在《贷款通则》的总

体约束下，票据贴现业务应当严格按照贷款进行管理，但由于票据业务的特性，在实际操作中产生了一些矛盾。例如，税务机关、施工企

业、书店等企业或机构不属于企业法人，大多不能按规定提供营业执照、企业代码证、贷款卡（证）等贷款必须的要件，也无法获得银行的

贷款。但是这些企业在日常经营活动中，也会由于债权债务关系取得作为结算工具的票据，在票据贴现作为贷款管理的情况下，它们显然无

法办理票据贴现。对于商业银行而言，要么放弃业务，企业得不到资金，银行失去很好的盈利机会，而且直接妨碍了票据作为结算工具和融

资工具的正常流通；要么甘冒违规嫌疑，采取变通手段进行操作，而这种操作往往缺乏规范的制度约束，蕴含了一定的风险。修订后的《贷

款通则》使商业银行可以按照票据自身的特性来管理和操作，能否贴现完全取决于票据本身和对承兑人的授信情况，既保证了票据作为融资

工具和结算工具的流通转让，又促进票据市场良好市场秩序的形成。 

  第四，有利于中央银行准确判断信贷投放总量，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效力。在全部票据业务中，商业银行对客户签发的商业汇票进行承

兑是直接向企业提供信用支持，而贴现、转贴现、再贴现业务只是在原有的信用下进行融资，并没有提供新的信用支持，也没有使原有信用

扩大。票据贴现作为贷款管理和统计，形成了宏观政策方面的双重控制。一方面，票据贴现作为信贷投放反映在对企业提供的信用总量中；

另一方面，票据融资又作为货币市场的一部分接受货币政策的调控。票据贴现本身已不属于新增信用量，而票据业务产生的资金流在银行系

统内部的空转更是虚增了信贷投放量，以致影响决策机构对货币形势的准确判断。以2003年为例，全国金融机构年新增贷款27651亿元；其

中，短期流动资金贷款新增9496亿元，票据融资新增3403亿元，增幅37.2％。年末，全国商业汇票的承兑余额12776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5413亿元，增幅42.3％。如果按照承兑量来计算对全社会的信用投放总量，要明显大于按票据贴现计算的总量。因此，加强对商业银行承

兑总量的控制，才能真正控制利用票据业务对企业进行信贷投放。同时，票据贴现不纳入贷款业务管理，进一步明确了票据市场作为货币市

场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协调在票据市场、公开市场的操作策略，进一步发挥再贴现的调控作用，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的

效力。 

  因此，从票据贴现不列入贷款种类这一变化来看，《贷款通则》的修订对于票据市场发展的意义是深远的。但是，要真正对票据市场发

展和净化市场环境发挥促进作用，还要依靠其他辅助手段的使用和配合，包括对贷款统计口径进行相应调整，将银行收取的承兑保证金不计

入存款等。同时，商业银行要据此及时调整经营管理思路，探索真正符合票据业务本质的经营方式，建立有效的内部风险管理措施，从根本

上促进票据市场的健康、持续发展。 

文章出处：《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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