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理财网
银行承兑汇票 资格(承兑汇票资格证书是什么)

本报记者 张漫游 北京报道

企业融资成本高、资金周转慢、应收账款淤积等是困扰中小微企业票据融资的主要
难题。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正式发布修订后的《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现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亦称为“票据新规”），将于2023年1月1
日起施行。在《办法》发布的同一天，上海票据交易所也发布了《商业汇票信息披
露操作细则》，以配套施行。

《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到，票据业务顶层设计的完善，给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微
企业融资带来了利好，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票据最长期限从一年缩短为6个月
，有利于缓解中小微企业占款压力；二是强化了信息披露及信用约束机制，有利于
规范企业信用行为，有效打击票据套利行为；三是明确了票据经纪业务的地位和作
用，将畅通中小微企业贴现融资渠道。

缓解占款压力

据悉，《办法》从明确相关票据性质与分类、强调真实交易关系、强化信息披露及
信用约束机制、加强风险控制等方面对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现管理制度进行
了修订完善。

在采访中，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办法》的实施对中小微企业而言十分利好。

江苏银行相关业务负责人总结道，《办法》将票据期限由最长一年改为6个月，有
利于缓解中小微企业占款压力，改善中小微企业票据支付和融资环境。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叶怀斌介绍称，票据新规落地前，中小微企业主要面临的票
据融资主要问题，便是较长期限商业汇票的票据融资成本相对较高。“票据新规落
地前，商业汇票的最长期限为一年。现实经营环境中，部分供应链的核心企业存在
不合理拉长账期的行为，这加大了中小微企业的经营占款压力。而期限较长的商业
汇票具有较高的贴现融资成本，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小微企业票据融资的财务压力
。”叶怀斌说。

宁波银行方面分析称，对于原本在日常结算中收票的企业，2023年1月1日起收到
的票据期限都在6个月以内，相较于原来6个月以上的票据，同等利率情况下，贴现
的利息支出更少了。对于原本用票据进行一年期融资的企业，期限缩短会有一定的
影响，建议在12月底前开票并签收，后续在价格低位择机贴现，最大程度拉长融资
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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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金诚金融业务部副总经理李茜告诉记者，《办法》对承兑人资质和信息披露的
强化，有助于改善信息不对称状况。“由于部分中小微企业存在内控制度不健全、
财务管理体系不完善、信息披露缺乏等问题，使得此前的承兑票据存在到期无法兑
付的信用风险。”

《办法》强调了真实交易关系，要求“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财务公司承兑人开
展承兑业务时，应当严格审查出票人的真实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持票人持
有的票据应为依法合规取得，具有真实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同时，《办法
》强化了信息披露及信用约束机制，要求在前期商业承兑汇票信息披露相关公告基
础上，将信息披露范围扩大至银行承兑汇票，要求承兑人按规定披露相关信息，并
强化对承兑人的信用约束机制。

“增加了信息披露和信用约束要求，鼓励票据信用评级，有利于规范企业信用行为
，完善票据市场信用体系。”江苏银行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

李茜认为，《办法》强调票据业务要求具有真实的贸易关系或债权关系，将有效打
击票据套利行为，降低持票中小微企业坏账风险。

“另外，《办法》明确了票据经纪业务的地位和作用，将进一步促进票据经纪业务
发展，畅通中小微企业贴现融资渠道。”江苏银行相关业务负责人补充道。

宁波银行方面分析称，《办法》落地后，短期来看，票据期限缩短会激发企业在年
内开立足年票的需求，长期票据票源有所增长，票价有一定上行动力。中期来看，
预计明年开票供给将减少，若经济向好，企业贷款投放需求增长较快，票价仍将相
对坚挺，反之票价将迎来回落契机。长期来看，票据利率走势与经济形势仍将呈正
相关性。

有助于防控系统性风险

票据新规落地后，对银行开展票据业务有哪些帮助？

“票据新规关于风险控制的相关要求进一步规范了市场，有助于防控票据市场的系
统性风险。”叶怀斌告诉记者，票据新规强调合理控制金融机构的票据业务规模，
旨在防止部分商业银行或财务公司对票据业务过分依赖，将承兑人票据承兑规模控
制在合理水平，有效提升自身流动性管理和资产负债管理能力。

江苏银行相关业务负责人认为，监督管理和风险控制要求贯穿票据新规之中。比如
，划定承兑业务监管指标，明确信息披露和信用约束要求等，为包括银行在内的票
据市场主体提供了更清晰明确的业务规范，有利于进一步化解和出清票据市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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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维护健康可持续的票据市场生态。

“票据新规出台还有利于银行参与票据业务创新。供应链票据、绿色票据、标准化
票据等创新产品代表着票据市场发展方向，《办法》的出台有利于推动银行等金融
机构加大对创新产品的投入，不断优化创新产品的服务质效，推动提升产业链供应
链韧性，为实体经济提供更优质的金融服务。”叶怀斌补充道。

不过，针对票据新规，银行也需要开展一系列业务调整。

叶怀斌指出，银行需加强对银行承兑汇票承兑余额及保证金余额占比的日常监控。
“票据新规新增了两项票据业务监管指标，即银行承兑汇票和财务公司承兑汇票的
最高承兑余额不得超过该承兑人总资产的15%；银行承兑汇票和财务公司承兑汇票
保证金余额不得超过该承兑人吸收存款规模的10%。对于部分中小型银行，由于票
据业务占比较大，需在一年过渡期内完成业务规模的压缩。”

对此，李茜认为，多数银行票据业务占比在监管要求范围内，且票据新规对承兑汇
票的比例限额要求设置了一年过渡期，预计整体影响有限。

“直贴业务管理要求也进一步提高。”江苏银行相关业务负责人解释道，票据新规
强化了票据基础交易关系，要求直贴业务审查真实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资料，
将对直贴业务尤其是已经十分普及的在线贴现业务产生一定影响。“未来直贴业务
在迎合监管要求的情况下，如何持续推进业务发展，保证中小微企业票据贴现效率
，是所有银行需要研究的课题。”

另外，《办法》明确了票据经纪业务的地位和作用，将进一步促进票据经纪业务发
展，畅通中小微企业贴现融资渠道。“目前，票据经纪机构有五家，分别是江苏银
行、工商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和浙商银行，票据新规利好票据经纪业务发展
，对票据经纪机构在内控管理、体制机制、业务渠道等方面也提出更多更具体的要
求。”江苏银行相关业务负责人如是说。

（编辑：曹驰校对：彭玉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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