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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市场发展新起点(黄皆强；10月28日)

文章作者：黄皆强

  从本月初开始，商业银行的汇票查询查复业务，可以利用“中国票据网”进行，通过“中国票据网”查询查复的商业银行，应与中国外汇交

易中心以协议的形式约定，并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这是中国人民银行在不久前下发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完善票据业务制度有关问题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明确规定的。这一规定的出台使我国票据业务电子化又向前跨出了一大步。 

  “中国票据网”的建立，标志着票据电子化工作的启动  

  早在2003年6月30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就正式开通了全国统一的网络化票据市场服务平台— —“中国票据网”，开始为金融机构间票据

转贴现、票据回购等业务提供交易报价、票据查询等服务。截至2005年9月30日，共有339家金融机构通过“中国票据网”参与报价，实际发送

各类票据报价9827笔，累计报价金额达49395亿元。 

  “中国票据网”票据查询查复系统启用的意义  

  为提高票据查询查复效率，解决现行票据查询查复方式效率低下之问题，交易中心根据银发[2002]63号精神，在金融机构帮助下设计开

发了依托“中国票据网”的票据查询查复系统。 

  该系统利用现代IT技术，以查询行与查复行间“点对点”的电子查询方式，初步实现了票据市场汇票查询方式的电子化。系统具有界面人

性、操作便捷、即时提醒等优点。 

  基本功能包括，交易中心通过“中国票据网”为金融机构提供联网查询便利。具有办理票据承兑、贴现资格的金融机构及其授权分支机

构，向交易中心提供证明其真实身份和业务资格的资料及申请、获准得到用户名和密码后，即可登录“中国票据网”，办理票据联网查询查复

业务。 

  查询行登录“中国票据网”，通过用户名和密码进入查询查复功能区，按照银发[2002]63号文件附件要求的内容填妥网上查询申请书，按

照系统设计的操作程序，加盖电子版的业务章，点击“发送”即可发送到具体的查复行；查复行登录“中国票据网”，即可看到新到查询的提

示，进入功能区，打开电子版申请书，在查复栏填妥有关内容后同样按系统设计的操作程序加盖电子版的业务章，点击“发送”，其查复信息

即发送至查询申请行。至此，完成整个票据查询查复全过程。 

  同时，“中国票据网”向入网机构自动实时提示票据的电子查询或查复书的到达信息，以免机构延误时间；对票据查询查复提供统计信

息，便于金融机构内部稽核监督和监管机构的外部管理；对同一张票据记录其被查询的次数，将在用户查询时自动显示，以提醒用户关注该

票据被查询的次数以防范可能的多头贴现或假票风险；“中国票据网”还提供法院“公示催告”票据信息，帮助金融机构防范犯罪分子利用遗失

票据套取银行资金的违法行为。 

  此次央行的《通知》在关于银行承兑汇票的查询查复方式中明确规定，除采用大额支付系统查询、传真查询、实地查询之外，还可以利

用“中国票据网”进行查询查复。这一规定明确了“中国票据网”查询查复系统的有效性，为进一步推广“中国票据网”查询查复系统提供了依

据；同时也扩大了“中国票据网”在票据市场服务的影响，将该网络及票据市场的服务由金融机构的市场部门延伸至其会计部门；票据查询查

复系统的建成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实时和点对点的票据查询查复电子化，为形成以“中国票据网”为平台的全国统一的票据查询网络奠定了基

础。 

  票据防伪查询系统的建设是票据电子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票据市场发展的最终目标是签发和流通电子票据。票据市场电子化需要着重解决三个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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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报价、交易、查询及信息于一体的电子服务系统。而纸质票据防伪查询是票据电子化进程中的重要环

节。 

  为了有效解决纸质票据造假问题，还可以在“中国票据网”实现票据电子查询查复的基础上，利用现有的银行间市场平台，建立全国统一

的防范票据造假电子系统，即“票据防伪查询系统”。其基本思路是实现纸质票据信息的“集中登记、联网查询”。 

  首先是利用商业银行柜台电子业务处理系统，实现票据日常业务处理电子化，并形成票据业务信息的数据库，完成系统内票据业务统一

管理和数据集中，并将票据信息集中上传至银行间票据市场的电子服务平台，进行集中登记。其次是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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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的柜台提供接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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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可以考虑与相关的信息系统，如人民银行的信贷登记系统、征信系统、中国金融认证中心等进

行联网信息合作，尽早形成全国统一的查询网络，进一步推动票据市场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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