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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商业承兑汇票服务实体经济的应用与推广 
陈朝亮 

（河南蒲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  郑州  450000） 

摘要：近年来，国家提出金融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的要求，商业承兑汇票具有支付和融资的双重属性，可以和供应

链完美结合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本文通过研究商业承兑汇票的市场推广现状发现存在的不足，分析了商票对服务实体经济发

展的促进作用，尝试构建了推广商票的业务模式，并对商票的市场接受程度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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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7 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指出，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

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立业

之本，要让金融回归本源，把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作为金融

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商业承兑汇票是以企业信用为基础

的票据，它既有支付结算功能，又有融资功能，是系统性解

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成本高等问题的重要举措[1]。 

1 商业承兑汇票业务发展及融资现状 

1.1 商业承兑汇票业务的发展现状 

商业承兑汇票作为一项标准化支付和融资的金融工具，相

较应收账款在企业支付和融资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2]，可以替

代应收账款等流动性较差的资产，对优化企业资产的流动性，

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具有特定的作用，在企业支付及商品流通市

场中具有很高的利用价值。据上海票据交易所统计，我国 2021

年票据市场总量 167.32万亿元，同比增长 12.87%；承兑金额

为 24.15万亿元，同比增长 9.32%，背书流转 56.56万亿元，

同比增长 19.84%。其中，商业承兑汇票 3.80万亿元，同比增

长 4.85%，背书流转 2.97万亿元，同比增长 10.82%；这说明

商业承兑汇票相对于银行承兑汇票在市场中所占比重较小，但

仍保持增长趋势，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1.2 商业承兑汇票的融资状况 

中小企业和银行可以利用票交所票据信息数字化使资

金供求双方快速配对，进一步提升商业汇票流转效率[3]。根

据票据法规定，商业汇票到期由承兑人承兑，所以承兑企业

的资信状况会影响票据贴现融资及到期兑付情况。2021年我

国商业承兑汇票贴现 1.2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98%；而银

行承兑汇票贴现 13.80万亿元，同比增长 11.43%。转贴现方

面，商业承兑汇票 4.87 万亿元，同比增长 54.74%；而银行

承兑汇票为 42.07 万亿元，同比增长仅 2.70%。这说明商业

承兑汇票贴现融资和转贴现增幅较大，融资状况正向良性发

展。 

1.3 商业承兑汇票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从上述商业承兑汇票的发展现状来看，相对于银行承兑

汇票而言市场占有率较小，商票并没有被市场完全接受。据

测算，作为实体经济主要组成部分的制造业承兑汇票量仅占

理论最大值的 5%左右，仍有巨大的市场潜力[4]。究其原因存

在以下问题：（1）能够被市场认可的承兑企业数量及开票规

模较小。由于承兑人的资信状况关系到票据到期后的兑付风

险，所以票据的承兑人资信状况关系到市场对票据的接受程

度。（2）商业承兑汇票的融资变现能力仍然存在不足。2021

年商业承兑汇票的开票承兑额度为 3.80万亿元，而贴现融资

的仅有 1.22万亿。（3）商业承兑汇票的贴现融资成本较高。

2021年银行承兑汇票的贴现利率为 2.73%，而商业承兑汇票

的贴现利率为 4.2%，且承兑人主要是央企或大型国企。一般

国企或大型民营企业的贴现利率达 10%以上，严重侵蚀了融

资人的利益。 

2 应用商业承兑汇票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构想 

2.1 增强商业承兑汇票的市场接受程度 

针对商业承兑汇票在市场中存在接受程度较低的问题，

建议采用以下措施增强市场接受程度：（1）供应链金融可将

核心企业的信用通过电子信用凭证的支付流转功能而转化

为供应链上下游中小企业的融资能力[5]，电子商业承兑汇票

可在供应链间支付流转，利用大型核心企业的信用优势开立

商票支付给供应链所属中小企业，可以将核心企业的信用流

转给中小企业帮助其融资变现，亦可以作为金融精准服务于

实体经济的一项有效的工具。（2）为了改善商业承兑汇票融

资难及融资贵的问题，商票的开立企业要以大型核心企业身

份与金融机构谈判为商票贴现争取有利的条件及利率优惠，

从而提高持票人的票据贴现便利程度。 

2.2 商业承兑汇票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业务模式构建思

路 

开立商票的承兑人资信程度不一样，所以应当按照开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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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承兑主体对商票的业务模式构建进行区别对待。首先，对

于市场上已经成熟的商业承兑汇票是大型央企集团及其所

属单位开立及承兑的，市场接受程度高，可以延续已有的业

务模式进行发展。其次，对于地方大型国企集团开立及承兑

的商业承兑汇票，如有贴现融资渠道，供应商及其上游客户

也容易接受并流转，如无融资渠道，市场接受程度一般。最

后，对于一般性国企及大型民营企业集团开立及承兑的商

票，资信能力和贴现渠道缺乏，市场接受程度较差。故此对

后两类开立及承兑商票的核心企业，应该推进与金融机构合

作加强票据的变现，可以争取银行授信开展商票保贴业务模

式，也可以与商业保理公司合作贴现融资，增强持票人的资

产变现能力，从而增强市场接受程度，扩大商票开立规模以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2.3 商业承兑汇票业务模式构建示例 

对于资信程度一般的核心企业，可以考虑与准入条件较

低的商业保理公司合作对其开立的票据进行融资变现，来培

养市场的接受程度，逐步提高商票的开立及流转规模，保理

公司可以与券商合作通过对取得的商票资产进行打包增信

以资产证券化产品在资本市场中发售，从而降低融资成本。

具体流程为：首先由核心企业寻求拟合作的商业保理公司，

保理公司对核心企业进行尽职调查并内部审批，获得审批后

给与一定的授信额度、票据贴现融资成本及条件，对核心企

业开立的商票在此授信额度内提供保理融资；然后由核心企

业向其上游供应商开立商票结算货款，供应商拿到商票后可

以背书转让给其上游企业或融资变现，一般不应限定流转级

次，持有人不论几手取得只要能够提供真实贸易背景证明均

可贴现融资。保理公司如果资金不足可以资产证券化模式在

资本市场进行融资，如果保理公司自身资信能力不足可以寻

找第三方对资产专项计划进行差额补足，一般进行差额补足

的单位为核心企业或其上级单位等关联方。 

3 商业承兑汇票在实体经济中推广的探讨 

3.1 商业承兑汇票在实体经济中推广的思路 

商业承兑汇票在实体经济中推广需要遵循提高整个产

业链的资金周转效率，降低持票人及供应链融资总成本的原

则，这样才能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进而也促进商票在

实体经济中的推广应用。实务中，商票业务推广一般由供应

链中的核心企业发起，因为商票对于开立方来说属于商业信

用，不用承担融资成本而达到支付效果，有利于核心企业建

立产业链生态圈。而其上游往往是一些原材料、零配件加工、

物流、商贸等中小型企业，由于这些企业自身资信状况较差

而融资困难，接受核心企业的商票可以将核心企业的信用流

转到持票企业，从而帮助供应链中的中小企业进行融资，促

进整个供应链的资金流、物流、信息流的周转速度，同时也

降低了整个供应链的资金成本。 

3.2 商业承兑汇票在实体经济中推广的接受程度评价 

（1）承兑企业的资信能力关系到票据到期后能否及时

获得兑付，承兑企业的资信状况指标主要包括其所在行业、

在行业中的地位、股东背景、从业年限、对外担保及涉诉情

况，以及资产规模、负责情况、盈利能力、现金流量等财务

指标情况。（2）商业承兑汇票的融资主体主要是处于产业链

上的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流动资金较少、融资较难、资金管

理水平较差，当有融资需求时通常特别急切，不能承受金融

机构长期的审批流程，因此商票贴现融资的便利程度也会严

重影响其市场接受程度。（3）接收方应根据贴现机构及核心

企业给出的背书转让及贴现融资政策结合自身实际做出评

估，通过协商在互惠互利的情况下选择接受。故在商票兑付

风险和贴现便捷性一定的情况下市场接受程度符合以下模

型：m i ≤（m-n）r 

其中，m表示接受某笔商票当日至到期日的剩余期限；

i表示商票贴现融资成本率；n表示商票背书转让方（或出具

方）给予受让方的应收账款账期至受让商票当日的剩余期

限；r表示商票受让方在同样融资条件下的融资成本率。 

4 结束语 

金融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是金融业的应有的担

当和责任，商业承兑汇票作为一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纽带

和抓手，应当受到经济实体及金融业的重视和推广。本文首

先通过分析商票在市场中应用的现状及问题，探讨了如何构

建商业承兑汇票的业务发展模式，并以资信能力较弱的核心

企业为对象构建的与之相适应的业务模式及流程。其次对商

票在实体经济中推广的思路进行了分析，认为商票可以促进

整个产业链的发展。最后，给出了市场对商票接受程度的评

价评价指标和模型，以供实体经济评估应用商票是否可行及

其推广规模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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