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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

托收承付
＂

争论的再 思考

近几年米，人欠、欠人的 “仙分伍” 运及全因，

仙且前清后欠， 越欠越多。有人认为出现这种状况

的 一个贞要原因，是1988年底出台的新结算办法取

消了托收承付结算方式。在几经争执之后，恢复了

异地托收承付，但 “三角侦 ＇， 并未由此而减少，仍

是越欠越多。因而，钉必耍对托收承付这种结窦方

式冉作思考。

一、 托收承付方式的结算特点

托收爪付达种纪外力式从1953年3月认行以

米， 一直是我匡纾济恬动中的上嗖钻货方式。 它

与商业买卖中通行的先收款或先收汇款或先收商业

票据后再友货的结消方式是不一4羊的。 它具有以

下行点： 1、托收承付之趴以采取先发货后收款

的力式， 足因为这种结算方式和传统计划经济

体剒中们计划调拨分配制度最相适应。计划定了之

后，购钠双方的关系已经确定，销货单位根据物资调

拨计划或供货合同炾定的交货期向购货单位发出货

物， 不必再由购货单位前来采购。2、在整个运转

记和中，银行是办理銡算的核心，承担起维护收付

双力正当权益的责任，在销货方和供货方发生纠葛

争执时，银订起到卓荌的监督作用。 8、购货单位

验中、验货之后，提不出拒付理由，就得承付 1 如

果购货单位帐户上的存款不够支付货款时，由银行

提供结算贷款， 为购货单位腹约付款提供支持。而

这江足适应了当时要求的 一切信用负中于银行， 用

银i」信用取代商业信用的粘神。

二、结算制度的改革与托收承付结算方

式的废止

1988年头行的新们银行结算办法，是我囡建国

们来勹货仙］厄们一次，-f;大忙1个面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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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使银行与企业都具止成为经济沾动中1l勺L

体。据此规定的结券原则是，恪守信用， 腹约1寸

款，谁的钱进谁的帐、由谁支配，银行不垫坎。在

结算过程中， 减少了银行的行政监督职能，除国家

法律规定和国务院授权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监督项

目以外，其它部门和地方委托监督的事项，各银行

均不受理，不代任何单位查询、扣款。收付双方发

生的经济纠纷，应由其自行处理。此外，还放宽了

国盐、集体、个体经济咱位在银11)十丿 l 的年件。

2、为加速责金周转和商品吮通， 规定j
，

简使、灵

活的结算方式。根据规定，钻约种炎足： 银1.J IL 

票、商业汇票、银行本票、支票、汇兑、 委托收

款，这些都体现了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通用性、兑

现性、安全性和票据的流通性，打利于加快结算速

度。原有的托收承付、保付支票和省内限额结算力

式，因其具有多种限制条件并且在适用性方面牧严

格地区别指令性计划与市场调节交易及国昔企业与

集体、个体单位（个人）而被同刷废止。 3、以商

业信用票据化为前提，使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有分

有合。新的结算办法增加了商业汇票结算， 其中包

括商业汇票贴现、转贴现和再队现。仗企业在第一

层次发生商业信用，银行作为社会经祈活动各项资

金清算的中介在第二层次办理结笲，分工合作。这

适应了商品经济生活中企业之间巳人址发生商业伈

用的客观要求。

三、恢复托收承付结算方式并未达到预

期效果

1988年结算制度改革之后，适巧我国经济发展

出现了曲扒， “侦务筵 “ 象细胞分裂一开不断扩

展， “三角债 “ 越欠越多。有的入认为这是取泊了

托收承付结算方式之故，经过一番争论，于1990年

恢复了托收承付制。然而这一 佽复井未达到预期效

果，其阴因叉何什伲？

1、托收承付钻赁方八们只先天f
，

门打，点，那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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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先发货后付款，资金有困难的购货企业很容易借

此而拖欠货款， 损害销货方利益 j 而且即使不是存

心拖欠， 占用销货方资金的时间也远比别的结算方

式为长。按目前规定，验单付款的，从付款单位开

户银行发出承付通知的次日算起承付期为三天，加

上凭证在托收地银行和承付地银行的往返时间，往

往要十天半月乃至更长时间才能收到货款，至于验

货付款的， 是从运输部门向购货单位发出提货通知

的次日算起， 水付期为十天，由千交通运输的阻

滞，有时候要几个月才能收到货饮。所以，托收承

付这种结算方式对千销货方的资金周转本来并不有

利， 我国在六十年代结算纪律松弛拖欠严重时推行

有利于销货力的信用证结算与汇兑结算， 就是历史

上有说服力的证明。

2、 过去实行托收承付之所以见效， 旯因为银

行在绪算过程中承担了大尽的行政监督贲任。如果

购货方拒付货款， 银行要审核其拒付理由是否充

分， 对千无理拒付的由银行强行扣款和罚息，从而

承担了处理纠纷的贞任， 充当了结罚纪律监督者和

购销双方矛盾仲裁人的角色。如今银行在办理结算－

业务时已不可能再象过去那样进行监督。因为法院

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工作开展之后， 处理经济纠纷

和合同履行巳有主管部门， 不需要再由银行大包大

揽，工商企业单位增多和结算业务埽成倍增加，使

得银行想监督也监督不了，没有那么多人力可以投

入，银行考核工作入员成绩是考核其完成本身业务

工作量而不是考核处理纠纷的成果，使基层工作人

员把处理纠纷当作负担；银行认为代理扣款会影响

银行业务开展， 不愿代扣。这也就是说， 银行的倾

向是想卸掉行政监督的责任而不倾向于强化监督。

这样，恢复托收承付而未恢复过去那样的由银行承

担行政监督， 也就不可能减少拖欠了。

8、 过去实行托收承付之所以见效， 还因为当

购货单位的付款不敷偿付货款的需耍时， 可以由银

行发放结算贷款。但如今银行不垫款巳经成为银行

办理结算业务中的 一项原则， 再实行销货单位不问

购货单位有无支付能力盲目发货的结算办法， 便不

可能保证及时收回货款。更值得注意的是， 购货单

位的开户银行不仅不发放结算贷款，有时还因本身

银根紧而延压凭证， 凸用应该划拨给销货单位开户

银行的资含，各个地筐间的银行在资金运用上的矛

盾使得承付地银行明里暗里支持客户以种种理由拒

绝承付。所以，恢复托收承付而未恢复结笲贷款，

所设想的减少拖欠也就不可能实现了。

4、 过去实行托收承付之所以见效，还因为它

是和物资供应紧俏时的物资调拨供应计划紧密联系

的。那时候购货单位如呆不及时履约承付， 将影响

下一轮物资供应计划的兑现，因而那时候即使验货

发现问题如亏吨等，购货单位往往采取客忍的态

度。但如今怕况发生变化，除了少数品种仍然紧

俏， 多数品种已经是供伽平衡乃至于供大于荔；再

加以计划凋拨的范围也发生了变化， 上沥产品仍旧

实行计划调拨， 下游产品多数巳由市场邯节。在这

时， 生产上游产品的销货单位仍旧按年初确定的计

划盘子调出各种原材科， 而购货单位因为市场发生

变化而不再盂要那么多加材籵或者对原材籵的品种

规格耍求有所变动，往往会以种种理由托绝提货、

拒绝付款。特别是有些商品原来在供需紧张议价高

十牌价几倍时酝酿提高牌价， 拖了 一二年二三年后

下达义件调高牌价时议价巳经低千牌价， 销货单位

按矿牌价沥出产品便不易彼购货！
、

几位接父， 纠纷时

起，快复托收承付以减少拖欠的设如自然难以女

效。

从恢复托收承付未能起到预期作用的实践过程

再回过头来看， 把 “ 债务链 ” 扩大的责难读之于结

算制度改革时取消了托收承付，是有欠公允的。托

收承付结算方式起到作用需要一系列相应的条件，

它是传统经济体制运行条件下的产物，经济体制改

革的开展及不断探化，使得经济运行过程起了变

化， 托收承付赖以次效的条件也起了变化，托收承

付所具有的先发货、后收款的先天性弱，点便难以克

服。所以从结莽制度改革的方向看，取泊托收承付

结算方式不能说是做错了；而后来恢复异地托收承

付，把它作为多种结算方式中的 一种方式， 由销货

单位自行选择， 当铝货单位认为购货单位的资信可

靠时， 仍可以采取托收承付力式， 这样攸可能更灵

活些和更自然些。但既然是允许自行选济结究方

式， 冉要求托收承付在多种结算方式中纽纹保持占

首位的重要地位是不可能了，从趋势吾，自行选择

托收承付结算方武的比正在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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