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国际：《商业汇票承兑、

贴现与再贴现管理办法》正式

发布，力促票据市场规范健康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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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随着宝塔石化、鞍钢股份及恒大票据逾期兑付事件频发，

针对票据市场的规范管理和票据承兑人主体信用评级的问题愈发重要。

2022 年 11 月 18 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联合修订发布了《商业汇票承

兑、贴现与再贴现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除了对商业汇票的定义、

分类和承兑范围等进行修订外，在风险控制、信用评级、信息披露等方面

提出相应举措，未来将有利于强化信息披露，推动对商业汇票承兑人的信

用评价，规范票据市场运行并进一步防范风险。 

 

一、《办法》出台背景及意义 

（一）《办法》出台背景 

2022 年 11 月 18 日，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发布《商业汇票承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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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现与再贴现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22〕第 4 号）（以下简称《办法》），这是时隔 25 年对 1997 年发布的

《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现管理暂行办法》首次全面修订与调整。《办

法》的修订和调整主要基于近年来我国经济和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票据市

场环境与《暂行办法》发布时已有显著变化，尤其是近年来财司票诈骗违

约及地产票据违约风险逐步抬升，据上海票据交易所统计，2022 年 5 月 1

日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出现 3 次以上付款逾期，且截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有逾期余额或 2022 年 10 月当月出现付款逾期的承兑人数量为 4，

658 家。因此，修订调整《暂行办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不言而喻。在此

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联合对《暂行办法》进行修订并形成了

新的票据市场管理《办法》。 

（二）《办法》出台意义 

《办法》的出台，对于我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主要在于：一是根据我国当下票据市场发展环境，《办法》重新定义商业汇

票定义及期限，为票据市场未来发展锚定发展目标及发展路径；二是首次

鼓励商业汇票流通前由信用评级机构对承兑人进行主体信用评级，并鼓励

票据市场发展票据经纪等要求，为进一步服务经济、促进创新、活跃信用

评级和票据市场创造了条件；三是明确总体风险管控框架及管理内容，特

别是提出承兑余额及保证金余额等两项风控指标，进一步提升了票据市场

透明度，规范了票据市场发展方向；四是明确基础设施、电票及供应链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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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定位，为票据市场供应链票据及数字化发展奠定了基础；五是规范发

展空间，回归真实交易，有利于防范票据投机及票据诈骗的发生。 

二、《办法》主要内容解读 

《办法》对商业汇票的定义、分类和承兑范围等进行了修订。定义方

面，将电子商业汇票加入商业汇票的范畴，拓展了商业汇票的内涵与外延。

分类方面，将原有的商业汇票由两类增加为三类，新增了财务公司承兑汇

票。承兑范围方面，进一步对各类商业汇票的承兑主体范围和“银行”的

范围做出明确。此外，《办法》在票据领域实现了两大创新突破，即首次正

式提出“自然人可以作为持票人申请贴现”，首次提出“票据经纪”的概

念。“两大创新突破”扩大了票据市场主体范围，并为票据经纪业务发展

奠定坚实基础。除上述各项修订内容外，《办法》在风险控制、信用评级、

信息披露三个方面提出相应举措，具体如下： 

（一）加强风险控制，多项措施并举 

加快了票据资产周转周期。《办法》将票据承兑期限从 1 年调整至 6

个月，进一步明确了票据的支付功能与资金属性和交易属性，强化了票据

支付性、流动性，有助于票据主体财务稳健性的提升。 

提出了多项风控措施。一是明确两项风控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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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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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二是商业汇票的承兑人和贴现人应当具备良好的经营和财务状况，

最近二年不得发生票据持续逾期或者未按规定披露信息的行为。相关规定

一定程度有利于控制票据承兑业务发展规模，促进商业银行合理分配资产

负债比率，防止部分商业银行或财务公司对票据业务过分依赖。同时，从

法律层面规范了票据主体市场参与的合法性。 

（二）鼓励信用评级，完善信用约束机制 

鼓励商业汇票承兑人进行信用评级。《办法》第三十条规定，商业汇票

承兑人为非上市公司、在债券市场无信用评级的，鼓励商业汇票流通前由

信用评级机构对承兑人进行主体信用评级。该规定一方面鼓励拓展信用评

级的主体范围，加强对商业汇票承兑人的信用评估；另一方面，通过信用

评级机构持续的风险监测有利于对偿债能力弱的商业汇票承兑人进行及时

的风险预警。 

明确了票据市场参与方资信要求。一是强调承兑人应当严格审查出票

人的真实交易关系、债权债务关系以及承兑风险，出票人应当具有良好资

信，有助于降低票据逾期事件的发生；二是对不同类型承兑主体的要求存

在差异，如财务公司在满足银行承兑汇票要求的基础上，还需评价其集团

的信用水平；三是承兑的金额应当与真实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承兑

申请人的偿付能力相匹配。 

（三）强化信息披露，采取有效措施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93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