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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运行情况 

保理行业短期内发展表现出逆周期特点，企业应收账款规模的加大以及账款回

款周期的放慢加大了保理行业的业务需求，近年来业务增速较快且行业发展仍具备

较大的市场潜力。 

保理行业近几年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逆周期特点，经济增速放缓，企业应收账款

回收放慢会加大对保理业务等贸易融资工具的需求，随着国内外贸易中赊销结算的日

渐盛行，一方面，收款账期的拖延趋势加剧了企业资金链压力，盘活应收账款的“造

血”需求越加迫切。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复苏缓慢，普遍面临的企业经营困难现状也

加大了收款风险，如何评判、管理买方信用，如何及时有效地催收欠款与规避收款风

险，这为专业保理商创造了巨大的业务机会。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近年来我国工业企业应收账款总额保持较快速度增长，

2022－2024 年末分别为 21.65 万亿元、23.72 万亿元 26.06 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

9.71%，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的增长与保理业务的快速发展呈同向性；应收账款平均

回收期分别为 52.80 天、60.60 天和 64.10 天，周转效率整体有所下降。随着应收账款

金额的持续增长，保理业务潜在市场持续加大。 

从长期来看，保理业务的实际需求经济发展同向，经济繁荣期，企业交易活跃，

应收账款规模扩大，保理业务更可持续，因而目前保理行业的增长并非单纯依赖逆周

期逻辑，也有部分源于行业成长的增量空间。 

我国保理行业正处于成长期，近年来保理业务规模持续增长，根据中国服务贸易

协会商业保理专业委员会（英文简称：CFEC，以下简称“商业保理专委会”）统计，

2021－2023 年末，全年商业保理业务量分别为 2.02 万亿元、2.24 万亿元和 2.70 万亿

元，三年增速分别为 34.7%、10.9%和 20.5%。2024 年，商业保理年业务量已超 3 万

亿元。截至 2023 年末，存续的商业保理企业达到 5467 家（其中法人企业 5316 家、

分公司 151 家），较去年同期的 6716 家减少了 18.60%。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

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简称“中登网”）办理转让登记的商业保理公司数量为 993

家，较上一年的 989 家上升了 0.40%。应收账款登记笔数为 574817 笔，较上年同期

（425583 笔）增长 35.07%，占银行、商业保理公司、融资租赁公司三类机构全年登

记总量（2234950 笔）的 2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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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政策 

2018 年以来，我国保理行业进入规范发展阶段。2024 年，国家加力治理企业账

款拖欠问题，政策鼓励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为我国保理业务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

良好的政策环境。 

2018 年 5 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改革设计和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中国商业保

理的监管职责从商务部划转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保监会”）。

此后，无论是银行保理还是商业保理，均划归银保监会监管，保理行业逐步迈入规范

发展阶段。 

2019 年 10 月，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加强商业保理企业监督管理的通知》（银保

监办发〔2019〕205 号，以下简称“《205 号文》”），对规范商业保理企业经营、加强

监管、防范风险、优化营商环境等事项进行了规定，将对各地保理公司的监督管理权

限授予各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金融监管局”）。《205 号文》再次强调了应

收账款应给予真实的交易产生，并发布了一系列定量监管指标：（1）受让同一债务人

的应收账款，不得超过风险资产总额的 50%；（2）受让以其关联企业为债务人的应收

账款，不得超过风险资产总额的 40%；（3）逾期 90 天以上保理款纳入不良资产管理；

（4）计提的风险准备金不得低于期末保理款余额的 1%；（5）风险资产不得超过净资

产的 10 倍。《205 号文》出台后，各地方金融监管局着手开展监管检查和清理工作，

重点清理“失联”和“空壳”等经营异常的商业保理企业，同时收紧保理公司的新设

和变更口径。 

2020 年 8 月，银保监会普惠金融部印发《商业保理公司名单制管理工作方案》，

要求各地金融监管部门制定监管名单，对商业保理企业进行名单制管理，随后各地金

融监管局陆续发布名单制管理文件及监管指引，加强保理企业名单制管理工作，商业

保理业务监管力度加强。 

2021 年 12 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该

征求意见稿规定保理业务原则上不得跨省级行政区域开展业务，但同时规定属地的地

方金融监督管理局（金融工作办）承担具体政策制定和监管职责。目前我国保理公司

多为全国展业，限制异地展业给行业未来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 

2024 年，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三部委联合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金融组织监管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明确：

3 年内，地方金融组织的类别和机构总量只减不增，同时按照“规范一批，清理一批，

转型一批”的方针，大力清退风险问题频发以及实际停业的机构，持续加强存量机构

监管，提升发展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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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商业保理业务监管力度加强，各地也着手发布管理文件及监管指引，规范保

理业务发展。监管内容涉及注册资本、股东、董事高管等诸多方面。在已出台相关政

策的地区中，基本都对注册资本金提出了明确的金额以及必须一次性实缴的要求，其

中浙江、广西的要求最高，达 2 亿元。 

表 1  截至 2024 年末各地商业保理管理办法对注册保理公司资本金要求 

地区 管理办法 注册资本要求（亿元） 

北京 《北京市商业保理公司监督管办法）》 1.00 

上海 《上海市商业保理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0.50 

天津 《天津市商业保理试点管理办法（试行）》 0.50 

吉林 《吉林省商业保理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0.50 

浙江 《浙江省商业保理公司监督管理工作指引（试行）》 2.00 

青海 《青海省商业保理公司监管工作指引》 0.50 

云南 《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商业保理公司监管办法》 0.50 

福建 《福建省商业保理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试行）》 0.50 

广西 《广西壮族自治区商业保理公司监督管理指引（试行）》 2.00 

陕西 《陕西省商业保理公司监督管理实施细则》 0.50 

湖南 《湖南省商业保理公司监督管理指引（试行）》 0.60 

山西 《商业保理公司设立、变更和终止工作指引（试行）》 0.50 

重庆 《关于加强商业保理行业日常监管工作的通知》 1.00 

河南 
《河南省关于做好商业保理行业有关工作的通知》 

《河南省商业保理公司业务经营负面清单》 
1.00 

厦门 《商业保理企业管理工作指引（试行）》 0.50 

资料来源：公开信息，联合资信整理 

供应链金融是指基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关系交易，通过金融机构或第三方

平台的参与，为供应链各方提供融资、支付、结算、风险管理等金融服务的模式，而

商业保理则在供应链金融中扮演了帮助企业解决流动性和信用风险管理的重要角色，

是供应链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4 年以来，各级政府持续出台与供应链金融相关的产业政策，6 月，上海金融

监管局联合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市发改委等部门，印发《上海银行业保险业建

设供应链金融示范区行动方案》，推动建设上海供应链金融示范区；同月，中国人民

银行北京市分行、中共北京市委金融委办公室等六部门联合出台《金融支持供应链产

业链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11月，商业保理专委会联合在城市供应链金融平台规划、

建设、运营和研究咨询等方面具有领优势的商业保理公司、链长企业、金控平台、金

融科技公司及相关研究咨询服务机构，共同发起设立“城市供应链金融 50 人论坛”。 

供应链金融能够在激发中小企业活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近年来，全国及各地政府高度重视供应链金融的发展并频繁出台相关扶持政策、

引导性文件，这些政策降低了供应链金融的准入门槛，提高了供应链金融的可获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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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策鼓励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为我国保理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

策环境。 

三、未来发展 

商业保理作为服务企业应收账款的重要工具，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未来业务还

有较为广阔的增长空间；行业监管政策体系的逐步完善，有利于保理行业稳定发展，

但未规范化经营的保理公司或将面临整改和清退；在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及外部环境

动荡的环境下，保理公司的资产质量将面临一定压力。 

企业应收账款总量增长及周转速度放缓等因素为保理公司带来更多的业务机遇。

从保理公司的类型看，目前主要分为由大型企业、金融集团或者大型电商平台发起设

立的商业保理公司和独立第三方保理公司，前者主要依托股东产业背景开展应收账款

保理业务。其中产业背景的商业保理公司依托集团的资金和信用支持，在融资额度和

融资成本等方面优势较为明显，资产规模大多高于独立第三方保理公司。从保理业务

规模来看，我国依托股东产业背景的保理公司业务规模占比较高，各行业分化较为明

显。未来具有产业背景的保理公司或将占据更高的市场份额，不同背景性质的保理公

司需采取差异化的发展策略。 

资金面整体持续宽松，ABS 发行利率下行，有助于头部保理公司丰富融资手段、

降低融资成本；利差水平的下降，或将促进保理公司加快业务规模增长以实现营业收

入的提升。若保理公司的业务增速不及预期，则自身的稳定盈利性将面临挑战。保理

行业在短期呈现出了逆周期的特点，但从长期来看，保理业务的实际需求与经济发展

同向，在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及外部环境动荡的环境下，保理公司的资产质量将面临一

定压力。 

未来保理行业可能会与其他金融机构进一步深度融合，形成联动效应。例如，与

银行、证券公司、支付机构等金融机构的合作。科技的应用和数字化金融的推动可能

会催生新的保理业务形式，保理行业也有望在业务流程优化、风险管理、合规监管等

方面推动技术应用，随着科技的发展，具备相关优势的保理公司或将表现出更强的业

务竞争力以及风险管理能力。 

行业环境方面，监管政策体系的完善有助于行业长期规范发展，随着金融监管环

境的不断加强，保理公司将在风险管理和合规方面面临更高的要求，未能规范化经营

的保理公司将面临整改和清退，保理公司数量预计将进一步减少，保理行业可能重新

洗牌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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