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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就《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

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的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

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

有关负责人就《管理办法》的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请问为什么出台《管理办法》？ 

答：党的十七大和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强调，要加快行

政管理体制改革，积极转变政府职能，重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

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作用。制定并发布《管理办法》，是人民银行

落实党的十七大会议精神，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转变政

府职能的具体举措，它标志着银行间债券市场管理方式上的重大

转变。 

银行间债券市场成立以来，一直按照场外市场的发展模式，

着重培育各类机构投资者。在推动产品创新和市场基础设施建设

中，人民银行强调要发挥市场参与主体的作用，逐步形成政府职

能监管与市场自律管理相结合的市场运行机制。为了进一步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政府职能转变的有关精神，把适宜于行业

协会行使的职能委托或转移给行业协会，并建立政府购买行业协

会服务的制度，借鉴国际经验，切实加强市场自律管理，推动债

券市场发展，经国务院批准、民政部注册，2007 年 9 月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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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目前，交

易商协会已具备了组织市场成员开发产品、强化市场自律管理的

基本条件，人民银行着手把市场自律的职能逐步移交给交易商协

会，今后交易商协会将根据银行间市场以机构投资者为主的特

点，广泛汲取市场参与主体的智慧，在推动产品创新和规范市场

运行等方面进一步行使自律管理的职能。 

因此，此次《管理办法》的制定着重体现了政府职能转变的

精神，突出了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确了交易

商协会作为市场成员代表应在组织市场主体开发和管理直接融

资产品中发挥应有作用，同时强调交易商协会要对非金融企业债

务融资工具的注册、发行、交易、信息披露和中介服务等切实加

强自律管理。 

 

问：2005 年人民银行出台了《短期融资券管理办法》，扩大

了企业直接融资的渠道。此次发布的《管理办法》与《短期融资

券管理办法》有什么关系？ 

答：长期以来我国金融结构不平衡，直接融资不发达，企业

过度依赖于银行贷款，存在一定的风险隐患。为了贯彻落实“国

九条”关于“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例，积极稳妥

发展债券市场”的要求，2005 年 5 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短

期融资券管理办法》，支持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短期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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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以期拓宽企业直接融资的渠道。截至 2007 年末，在不到三

年的时间内，已有 316 家企业累计发行短期融资券 7693 亿元，

余额为 3203 亿元。这说明短期融资券是深受市场欢迎的一支融

资产品。其中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遵循市场发展规律，取消行政

审批，实行备案管理，强调发行人信息披露、中介机构尽职履责、

机构投资者自担风险，注重培育和发挥市场约束作用，这些实践

探索，客观上也为交易商协会自律管理创造了条件。可以说企业

短期融资券的发展为推出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奠定了基础。短期融

资券是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一种，《管理办法》涵盖了《短期融

资券管理办法》的内容。因此，《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后，《短期

融资券管理办法》及其配套文件将终止执行。 

 

问：请问该《管理办法》的要点是什么？ 

首先，《管理办法》区分了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对非金

融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债务融资进行了规定，而金融企业在

银行间债券市场的融资行为仍按照现行的有关规定执行。 

其次，人民银行将债务融资管理中属于自律约束性的、日常

程序性的事务移交给交易商协会实行自律管理。《管理办法》明

确规定，企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应在交易商协会注册。这是转变

政府职能、把适宜于行业协会行使的职能委托或转移给行业协会

的具体措施，也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管理债券市场的通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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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鼓励市场参与主体自主创新，改变政府创新产品并管

理产品的模式。在我国债券市场发展初期，政府主导创新有一定

的必要性，但长远来看，必须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市场

参与主体的主动创新才能够充分反映市场发展的内在需求，才是

市场发展的客观基础。《管理办法》提炼了创新产品的共性，确

立了市场主体应遵守的基本准则，明确了监管部门、自律组织、

中介机构的职责，为市场参与主体进行自主创新建立了制度框

架。今后，凡是市场有客观需求，市场参与主体自主研发的各类

创新产品均可采用交易商协会注册、监管机构备案的方式，不再

逐项进行行政审核。 

第四，强调自律管理。交易商协会作为市场成员的代表，对

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实行自律管理，有利于充分调动各类市场资

源，对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交易流通、登记托管以及信息披露

等进行全方位细致的自律约束，这更能够体现来源于市场、服务

于市场的专业化特点。这种制度安排将原来因市场自律组织缺位

而由人民银行承担的自律管理职能交给了交易商协会，使人民银

行作为银行间债券市场法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能更好地集中精力

对市场依法监管，深入研究市场发展规律，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

求制定市场发展规划，把握市场发展的节奏和方向。 

 

问：发展债务融资工具有哪些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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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企业融资包括贷款、票据及债券等多种形式。企业以利

润最大化为目标、以资产负债合理匹配为原则自主选择债务融资

工具。从目前我国企业融资的实际情况来看，企业负债仍以贷款

为主，直接融资的比例仍然偏低，这种负债结构使潜在的信用风

险仍集中在银行体系。所以，“国九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和党

的十七大都强调要积极发展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加大

债务融资工具的创新、提高直接融资比例从宏观层面来看有利于

进一步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力，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更好

地传导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意图，改善宏观经济管理的效果。从

微观层面来看，有利于企业优化财务结构，降低融资成本，丰富

投资人投资渠道。（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