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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2017 年修订）

修订说明 

（2017 年 10 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

第二百二十八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于 2007 年 9 月 30 日颁

布《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7〕第 4

号)(简称《登记办法》)，规范应收账款质押登记活动。经

过 10 年实践，应收账款融资业务在我国迅速发展，为适应

市场发展需求，进一步切合业务实际，人民银行对《登记办

法》进行了修订，经 2017 年 8 月 24 日第 8次行长办公会审

议，于 2017 年 10 月 25 日发布《登记办法》（2017 年修订）。

现将主要修订内容说明如下： 

一、《登记办法》修订的必要性 

现行《登记办法》自 2007 年 10 月 1 日实施以来，有效

地指导和规范了我国应收账款质押登记业务，保障了根据

《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八条要求提供的登记服务。但随着我

国应收账款融资业务的快速发展，《登记办法》在实施过程

中面临一些新问题，亟需补充和完善。例如，应收账款的现

有定义不能涵盖实践中已开展业务的应收账款种类、应收账

款转让登记有实践无指引、登记期限的设定与实践中业务开

展期限不吻合等情况。结合业务实际，为更好地引导用户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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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应收账质押登记与查询，保障交易安全，维护金融市场稳

定，促进我国金融体系健康发展，人民银行在深入研究并听

取有关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对《登记办法》进行修订。 

二、增加应收账款“转让登记”的规定 

转让和质押是应收账款融资的两种形式，但我国应收账

款转让登记立法缺失，使得实际业务中交易一方（质权人或

受让人）面临一笔应收账款同时被质押和转让，或被重复转

让的风险。随着应收账款融资业务的日益扩大，市场要求建

立应收账款转让登记制度的呼声强烈。为顺应市场发展需

要，根据各地方及行业协会对转让登记认可情况，《登记办

法》在不突破现有法律框架的前提下，在附则中增加应收账

款转让登记参照质押登记办理的条款（第三十三条）。转让

登记虽为非强制性规定，但有助于引导更多市场主体开展登

记与查询，保护交易安全，为进一步在法律层面明确转让登

记的法律效力积累实践经验。 

三、完善应收账款定义 

随着应收账款融资业务的发展，实践中用来融资的应收

账款类型丰富多样，银行、保理公司等机构对完善和调整《登

记办法》列举应收账款的范围需求强烈。为切合业务实际，

对应收账款定义（第二条）修订如下：一是增加兜底条款，

定义部分增加“依法享有的其他付款请求权”，列举部分增

加“其他以合同为基础的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债权”，满足

金融机构目前已开展的应收账款质押融资业务创新需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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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将“提供服务产生的债权”细化为“提供医疗、教育、旅

游等服务或劳务产生的债权”，以契合目前市场发展的实际

情况。此外，还对其他文字表述予以调整。 

四、调整登记期限 

将登记期限从“1-5 年”扩展为“0.5-30 年”（第十二

条），以更好地满足账期较短的普通贸易类应收账款融资，

以及账期较长的以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权为

质押的融资需要。 

五、若干登记事项的修改 

为进一步完善公示登记事项，更好地引导用户开展登记

查询工作，本次修订还调整了异议登记通知时限（第二十

条），完善出质人身份信息数据项（第十条），增加应收账款

质押的定义（第三条）、列明迟延注销登记的责任（第十七

条）、将仲裁裁决作为撤销登记依据（第二十一和二十二条）、

增加登记费用条款（第三十二条）。此外，根据上述变化，

对《登记办法》中相关文字表述也做了相应修订调整。 

 

2017 年 10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