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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融结构角度看票据市场风险及其监管(巴曙松；2004年4月8日)

文章作者：巴曙松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03年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3年企业累计签发商业汇票2.77万亿元，同比增加1.16万亿元，增长

72.2％；累计票据贴现和再贴现4.44万亿元，同比增加2.12万亿元，增长91％。12月末，已签发的未到期的商业汇票余额为1.28万亿元，

同比增加0.54万亿元，增长73.5％；票据贴现和再贴现余额8934亿元，同比增加3669亿元，增长69.7％。从各月情况看，商业汇票当月签

发额个别月份出现小幅波动，累计发生额保持增长态势；前8个月贴现余额增长势头较为强劲，月平均增长508亿元，8月末贴现余额为9266

亿元，之后贴现余额明显回落，12月末降至8168亿元。 

    在票据业务快速增长的同时，审计署等机构却检查出商业银行票据业务中的一系列风险因素。从金融监管的角度看，应当如何看待这

个问题呢？ 

    一、票据市场的问题反映了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发展失衡带来的风险 

    据调查，部分贴现资金通过特定的渠道进入到资本市场，这实际上是在货币市场发展滞后、资本市场缺乏正规的融资渠道的背景下出

现的，通过票据市场套取资金进入股市的问题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 

    票据市场是货币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可以划分为企业和金融机构间的票据承兑市场和票据贴现市场、银行同业间的转贴现以及

央行的再贴现市场。在不解决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有效的沟通机制之前，类似的风险因素还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 

    二、票据市场的问题反映了当前中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缺乏的困境 

    衡量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效率的重要因素，是中小企业获得有效的金融支持的程度。值得关注的是，当前中国依然缺乏多元化的中小

企业融资渠道，当前的票据市场事实上成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一个渠道。从实际资金流向看，往往是大企业开票，小企业收票。如果

没有贴现，中小企业要取得贷款是比较困难的。在银行之间看，往往是资金从大银行流向小银行，小银行融资给中小企业。从时间段考察，

票据市场增长比较快的时期，中小企业融资难度往往明显下降，而票据市场显著紧缩的时期，则往往也是中小企业融资难度加大的时期。 

    三、票据市场的问题体现了当前忽视票据融资功能的缺陷 

    在审计部门发现的大量票据违规业务中，相当部分是没有真实贸易背景的违规。但是，这个问题实际上从一个特定的侧面反映了市场

对于票据的融资功能的客观需求。 

    当前，我国的票据法规严格遵循真实贸易为背景，但是，从国际发展趋势看，融资性票据所占据的比重越来越大，票据及其贴现并不

一定需要有真实交易，主要是通过信誉来融资。从具体的市场运作看，票据交易的双方自然会控制风险，金融机构对其进行真实性的审核自

然有其难度，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最为擅长的是把票据贴现等视为对于企业的总体授信、对企业的风险偿还能力进行统一的评估和控制，而不

是拘泥于倾注大量的人力物力对票据及其贸易背景的真实性进行证实。从发展趋势看，适度放开票据的融资功能，有着广阔的现实需求，同

时也有利于健全社会信用制度、促进金融结构的调整。例如，如果我们能够在银行承兑汇票市场的基础上，不断推出新的票据市场工具，拓

展其融资功能，就必然有利于企业拓展新的短期融资渠道，增加全社会直接融资比重，缓解社会融资结构中存在的过于依赖银行的缺陷。 

    四、票据市场在2003年的过快增长反映了商业银行绩效考核和风险监管机制上的缺陷 

    如何建立有效的绩效考核制度、风险监管制度，是商业银行改革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早期的商业银行考核，往往注重比较片面的

指标，例如存款规模、贷款规模，近年来开始强调不良资产比率等等，但是目前为止还缺乏以风险收益平衡为导向的、以资本金配置效率为

主要约束的全面资产负债管理和考核机制。这种单一的考核机制也是促使商业银行进行虚假的票据贴现的重要原因之一。部分商业银行为了

追求存款、贷款规模的扩张、以及不良资产比率的下降，进行所谓票据业务空转，企业存入保证金、开出银行承兑汇票、银票贴现，再将贴

现资金作为保证金、再开出银行承兑汇票、再将银票贴现，于是推动存款和贷款迅速增长。可以说，2003年不良资产比率的下降，这个方

面的虚假因素不容低估。 

    五、票据市场的发展方向应当明确 

    根据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趋势，票据市场的发展方向应及早明确。从特定的侧面反观商业银行票据业务中的缺陷，实际上也反映了现

实经济金融运行中对票据业务发展的客观要求。 

    从功能上来说，票据业务应当积极增加融资功能。 

    从技术支持来说，票据市场银遵循全球发展的无纸化趋势，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供票据贴现、转贴现的买卖信息、查询、在线

业务洽谈以及票据市场的有关信息。 

    从市场形态看，应当推进现有票据市场的整合，逐步消除票据市场的条块分割，票据流通的全国化必然需要一个一体化的全国性的整

合的票据市场。 

文章出处：《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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