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会计实务中，商业汇票分为两大类，一类叫做商业承兑汇票，属于商业信

用；一类叫做银行承兑汇票，属于银行信用。

商业汇票的承兑是开票方和持票方之间的交易，银行只是中间机构负责贴现，

所以虽然钱是从银行出，但是这笔钱款并不是银行支付的，实际是需要开票方进

行支付，如果开票方没有足够的支付能力，商业汇票就无法兑现。由于商业承兑

汇票属于商业信用，所以具有一定的风险。

一、商业承兑汇票的风险：

银票到期承兑行无条件支付票款。而商票到期开票公司未承兑，银行可以拒

绝付款，持票人只能要求付款人进行承兑，如果付款人拒绝承兑且汇票仍在承兑

期内，贵公司需根据银行出具的拒绝承兑、付款等方面的证明向汇票的前手追索，

如果已经进行承兑，银行一般不会拒付。如果持有商票的企业有资金需求时会向

银行寻求商票保贴。

二、商业承兑汇票不一定能贴现：

商业承兑汇票的付款人一般是企业，其贴现较银行汇票难度大，不容易被持

票人接受。商票的市场接受度不高，但倘若银行愿意在商票后加具保贴函，持票

人就可以得到银行贴现的承诺，可以在票据未到期前，通过向银行申请贴现提前

融通资金。票据到期后，由银行向承兑人提示付款。附加保兑函后的商业承兑汇

票被接受度得以大大提高，基本功能上可视同于银行承兑汇票，可作为企业用于

支付的资金融通的重要信用工具。

三、商业承兑汇票保贴业务分为两种模式：

商业承兑汇票保贴业务分为两种模式：一是开有保兑函的商票，银行给予出

票人授信额度，对其额度内签发并承兑的商票给予保贴，即狭义的商票保贴，挤

占的是当年出票人在银行所获得的授信额度；二是只有商票，银行对贴现申请人



即持票人授予保贴额度，对其持有的商票予以贴现，也可对经其背书转让的商票

予以保贴，即平常所说的商票贴现，挤占的则是持票人当年在银行获得的授信额

度。

保兑函(即商业承兑汇票保贴函)是指承兑银行根据企业用户申请开立商业承

兑汇票保证贴现书函，承诺为企业签发并承兑、背书转让、持有的商票办理贴现，

即给予保贴额度的一种授信业务。申请企业可以以现货、未来货权、保证金或是

其他承兑行认可的担保方式作为担保，承兑行据此提供商业汇票承兑或者商业承

兑汇票保贴函。丢失保贴函后，持票人不能要求银行进行商业承兑汇票贴现。

商票保贴和商票贴现的区别在于能否实现贴现，即商票保贴是保证该商票能

够被贴现，而商票贴现是指该商票需要贴现，但是，该商票是否能够被贴现不得

而知。

换句话说，商票保贴说明该商票经过保兑，其流通性大，保证能够实现贴，

而一般商票则不能够保证被贴现，因此其流通性要相对小。

四、已贴现的商业承兑汇票到期后有追索风险：

如果是银行承兑汇票，到期贴现行直接向承兑行要求付款，一般不会拒付，

除非银行破产，所以一般不会向贴现申请人扣款。但如果是商业承兑汇票，承兑

人是企业，在这种情况下银行贴现给你，会在贴现合同中设置有追索条款，这样

你贴现的款项等于是向银行申请了一笔短期贷款，如当到期开票企业不能兑现，

则银行就会从你的账上扣回或向你公司追索票款。

五、银行承兑汇票的含义

银行承兑汇票是由付款人委托银行开具的一种延期支付票据，票据到期银行

具有见票即付的义务。票据最长期限为一年，票据期限内可以进行背书转让。

由于有银行担保，所以银行对委托开据银行承兑汇票的单位有一定要求，一

般情况下会要求企业存入票据金额等值的保证金至票据到期时解付，也有些企业



向银行存入票据金额百分之几十的保证金，但必须银行向企业做银行承兑汇票授

信并在授信额度范围内使用信用额度，如果没有银行授信是没有开具银行承兑汇

票资格的。

六、商业承兑汇票与银行承兑汇票相比较的优缺点：

商业承兑汇票是出票人签发的，委托付款人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

额给收款人或持票人的票据，由银行以外的付款人承兑的即为商业承兑汇票。商

业承兑汇票既可由收款人出票，付款人承兑，也可由付款人出票并承兑。商业承

兑汇票业务仅限于人民币，汇票的付款期限最长不超过六个月，每张汇票的金额

一般不超过五千万元。

商业承兑汇票和银行承兑汇票的承兑人不同，决定了商业承兑汇票是商业信

用，银行承兑汇票是银行信用。目前银行承兑汇票一般由银行签发并承兑，而商

业承兑汇票可以不通过银行签发并背书转让，但在信用等级和流通性上低于银行

承兑汇票，在银行办理贴现的难度较银行承兑汇票高。

对于企业来说，商业承兑汇票的风险较高，一般企业不会选择商业承兑汇票，

也不会接受商业承兑汇票，所以在市场上大多数企业会选择银行承兑汇票支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