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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新规促票据市场发展(马俊胜；9月23日)

文章作者：马俊胜

  近年来，商业银行的票据融资业务得到了迅速发展，很好地满足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但在票据市场的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

题。本周二，央行发布了《关于完善票据业务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适时推出了完善票据业务管理的五项措施，对解决票据市场发展中存

在的问题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有望在完善票据市场监管，推动票据市场健康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近年来，在商业银行纷纷进行股份制改造，强化贷款管理的大背景下，企业融资需求与银行信贷出现了结构性不匹配现象。由于大型企

业融资的实现方式呈现多样化，其对银行信贷的依赖度有所降低；中小企业的贷款需求旺盛却因经营规模小风险大而不易得到银行信贷支

持。这一定程度上形成企业融资得不到满足，而银行贷款发愁贷不出去的尴尬局面。  

  票据作为融资的重要工具之一，日益受到企业和银行等机构的重视。特别是对于企业而言，通过票据进行融资，具有融资简便、周转速

度快、成本低等优点，而经过银行承兑的汇票更是提高了信誉度，成为企业短期融资的主要工具。商业银行在贷款投放乏力的不利情况下，

逐渐认识到票据业务是满足企业融资需求，对冲信贷投放不足的有利工具，开始加大了票据业务的拓展。在企业和银行的共同推动下，我国

票据市场得到迅猛发展。据了解，上半年全国票据市场累计签发商业汇票已超过2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约25％；累计票据贴现近2万亿

元，同比增长超过30％。已签发的未到期商业汇票余额和票据贴现余额约比上年末增长10－15％。但票据市场的快速发展也暴露了一些问

题，诸如:票据总量供求失衡、票据结构发展不均衡、票据审查不严、潜在风险大等问题。由此而导致票据市场过度竞争、超能力承兑贴现

票据、放松票据审查等现象发生，不利于票据市场的长远发展。人民银行等监管部门已经意识到票据市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近日发布了

《关于完善票据业务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有望对票据市场存在的缺陷有所完善。票据管理新规主要在以下方面进行了改进:  

  一、简化审查程序，加快票据流通。《通知》明确商业汇票真实交易背景的审查由承兑行和贴现行负责，商业汇票转贴现和再贴现时无

须再提供交易合同、增值税发票等跟单资料。这一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关于商业汇票真实交易背景的审查职责分工，强化承兑行和贴现行的责

任，有利于防止无真实交易背景的汇票流入市场，给市场带来隐患。同时，简化了商业汇票转贴现和再贴现的审查程序，加快了转贴现业务

的办理效率，提高票据流通速度。  

  二、放宽跟单资料的限制。《通知》将办理商业汇票承兑和贴现时提供的增值税发票扩展至普通发票。这一规定使企业持有普通发票即

可开出商业汇票，此举有望为扩大商业汇票签发机构范围，增加商业汇票市场容量创造机会。  

  三、为发挥再贴现作用创造条件。《通知》规定，转贴现银行和办理再贴现的人民银行只需对票据的要式性和文义性是否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规定进行审核。简化人民银行的审查程序有利于解决再贴现审查过严导致的业务萎缩问题，为今后央行充分发挥三大

宏观调控手段之一的再贴现业务奠定了基础。  

  四、明确了票据质押的法律关系。《通知》进一步明确了票据质押的背书要求；票据解除质押和票据到期时的处理程序和规定；被背书

人依法实现质权的方式；签订质押合同的条款要求等等。这些规定旨在规范票据签发、背书、质押等的行为，减少票据纠纷发生的可能性，

使票据质押等法律纠纷的解决有章可依。  

  五、提高了兑付效率。《通知》明确了银行汇票提示付款的处理要求；同时还规定未经背书转让的商业汇票提示付款时，持票人不再限

于委托票面记载的开户银行收取票款，可向票面载明银行的系统内任一开户分支机构收取票款。此举利用了银行系统的网点优势，极大地方

便了持票人就地提示收款，加快其资金回笼效率，降低收款成本。  

  六、扩大了查询查复渠道。《通知》允许商业银行通过大额支付系统、“中国票据”网、传真、实地等方式查询，拓宽了原来自行进行票

据查询的渠道，有利于防范票据犯罪，降低银行经营票据业务的风险。  

  尽管人民银行的上述规定在完善票据业务管理，促进票据市场发展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票据业务发展中存在

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如:原来已纳入研究的融资性票据未能出台，使票据的融资功能未得到充分发挥；签发商业票据的准入条

件仍未放宽，银行票据发展快而商业票据发展慢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仍得不到缓解；在法律实践中票据法与经济合同法之间不一致的地方仍难

以协调，影响了执法的统一性。另外，通过大额支付系统进行票据查询查复的效率如何，效果如何，还有待于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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