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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集团“票据池”模式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蒋 武 1，杨 欣 2
（副教授）

（1.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会计系，安徽芜湖 241002；2.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处，安徽芜湖 241002）

【摘要】文章以T集团公司案例为研究对象，介绍了T集团公司的基本情况、财务管理状况以及“票据池”模式
的业务流程，指出T集团公司“票据池”模式存在票据集中难度很大、存量票据运作无章可循、集团公司“银企直联”
系统尚未开启及集团票据集中管理信息化水平不高等四方面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产生问题的原因。

【关键词】票据池；资金集中管理；业务流程；票据集中管理

一、引言

“票据池”是最近几年流行起来的新的集团化管理概

念。“票据池”管理模式集“托管模式”和“双集中”模式为

一体。一方面，第三方财务公司不仅能为成员单位提供票

据鉴别、保管及托收等服务，而且可以满足客户需求，提

供票据提取、贴现及质押开票等服务；另一方面，“票据

池”既为集团公司提供票据服务，又能利用财务公司和银

行的资金集中管理优势，充分发挥了票据的支付、信用以

及融资功能，扩大了财务公司的资产规模和收益，体现了

现代金融机构服务增值的核心机制，从而达到多方共赢

的目的。传统意义上的“票据池”管理，“池子”建在商业银

行，同时纳入“票据池”管理的票据也只能是银行承兑汇

票，而商业承兑汇票却不能被纳入其中。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票据池”进行了试探性的研究。

王玉明（2010）认为，“票据池”管理模式的优点在于通过
质押票据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周转贷款额度，并且能够

降低由于票据贴现而产生的巨额财务费用。他还提出，

“票据池”模式在实际运作中应加强银、企、财三方沟通合

作的意识。一方面，财务公司应加大对集团票据业务的监

管力度，帮助企业筹集资金，商业银行也要充分认识到银

企、银财之间的合作优势，积极提升服务质量；另一方面，

集团公司应积极主动地配合银行和财务公司的工作，实

现票据的集中管理，从而促使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

王成密（2012）以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公司为例拓展了
“票据池”的概念，并认为“票据池”可以建在企业集团内

部的财务部或者企业集团下属的财务公司。陈祖亮

（2012）研究发现，“票据池”其实就是一种银企之间的承
诺，承诺的目的主要是避开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利率的限

制，从商业银行取得短期周转贷款额度，承诺实现的依据

则是商业银行对商业汇票承兑的信用。“票据池”为企业

集团加强票据的集中管理提供了良好的服务平台，这种

运作模式充分利用了商业银行专业化管理和信息服务能

力，既有效规避了票据错配风险，又降低了集团公司自身

的票据业务工作量，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胡康

（2012）指出，“票据池”可以起到获取较高的协定存款利
率、加强资金审批、提高资金透明度以及增强信贷和票据

管理等一系列的效果。张霄（2013）认为，对整个集团公司
而言，“票据池”不仅能使资金富余企业获得超额收益，而

且可以避免资金缺乏企业在银行出现大量贷款的尴尬

局面，从而达到降低集团财务成本和对银行依赖程度的

目的。

综上所言，“票据池”模式作为一种新型的资金集中

管理模式已经被众多企业集团所关注，但理论界对“票据

池”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在我国企业集团尚未全面实施

“票据池”模式的阶段，若能研究企业集团构建“票据池”

模式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并从中获得相关启示，必将具

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二、T集团“票据池”模式的资金集中管理现状
（一）T集团公司背景介绍
1. T集团公司基本情况。T集团公司坐落于四川省，

是国内第一大、世界第二大的钒制品生产商，集团目前拥

有V2O5、V2O3、中钒铁、高钒铁等系列产品，具备强大的

钒钛铁精矿和钛晶矿的年生产能力，钒钛产业优势和特

色十分明显。集团同时也是我国最大的钛原料生产基地

和钛白粉、海绵钛主要生产商，公司产品畅销国内外钢铁

工业、电子工业以及航空航天等领域。

目前，该公司建立了传统的“三会一层”的法人治理

结构，直线制结构中同时嵌套职能制，董事会下设战略发

展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以及审计与风险控制委员

会等职能委员会，并按照明确的工作细则分工合作。具体

见图1。
2. T集团公司财务管理状况。根据T集团的实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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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2010 ~ 2012年，流动资产大幅度减少，同时举债也变少
了，但是负债偿还速度小于流动资产缩减速度，企业资产

管理不善。T集团的权益净利率偏低，企业效益不算好，股
东权益变动较小，变动较大的是净利润，三年的净利润分

别为 10.60亿元、0.02亿元、5.93亿元，大幅度下降后又上
升。2012年净利润虽然没有达到2010年的水平，但是企业
还是处于上升状态的。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提高

净利润来提高权益净利率，采用降低成本、技术创新等方

法提高效率。T集团的现金流量比率和现金流量债务比均
较低，短期偿债能力差，应加强流动资产管理，减少负债，

使企业健康运行。T集团2010 ~ 2012年主要财务信息详见
右表。

（二）T集团公司“票据池”模式的主要内容
1.“票据池”专用账户的设置。总部建立“票据及资金

管理专户（票据池主账户）”，成员单位建立“票据池子账

户”，由总部对成员单位授予授信额度。T集团通过招标，
统一确认“票据池”业务主办银行。集团和下属子公司统

一在主办银行开办票据池账户，并同时开办网上银行业

务，使整个“票据池”业务通过网上银行实现。集团及各子

公司的票据归集、转让、贴现及签发等一系列票据流转，

不仅将各子公司的票据通过“票据池”在T集团内部各子
公司之间进行流通，而且可以通过“票据池”归集闲置在

各子公司的票据资产及负债，有效控制因签发票据带来

的影响。

2.“票据池”集团关系的建立。集团关系是指企业集
团各成员之间的上下级关系。T集团采用了集中和分散相
结合的集团关系，详见图2。

集团公司票据管理如采用集中

管理，孙公司的管理模式必须和子

公司与集团公司的票据管理模式一

致，即：子公司与集团票据管理模式

为集中，则孙公司与子公司的模式

也为集中，分公司和孙公司无权发

起贴现或质押申请，只有最上级单

位才有权发起申请和查询下级单位

的相关票据信息。集团公司如为分

散模式，则孙公司和子公司可以选

择使用集中或分散模式，没有强制

要求，可由成员单位自己发起贴现

或者质押申请。

3.“票据池”模式的业务流程。
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票据增值服务，

“票据池”模式集“托管模式”和“双

集中”模式为一体，对此文章开头已

有论述。T集团“票据池”模式业务
流程图如图 3所示，其主要操作流

程如下：①T集团在招商银行申请开通“票据池”业务。
②各子公司就托管的银行承兑汇票向招商银行申请贴
现。③各子公司委托招商银行自动办理委托收款业务。
④T集团在授信额度内获得支付能力。

项目

流动资产

长期资产

资产合计

流动负债

长期负债

负债合计

股东权益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利润

净利润

归属T集团的净利润

权益净利率

经营现金流量

现金流量比率

现金流量债务比

2012年

39.90

271.10

311.00

129.00

27.90

156.90

154.10

0.31

0.16

156.00

114.00

8.88

5.99

5.93

3.89%

15.60

12.09%

9.94%

2011年

80.30

232.70

313.00

131.00

33.40

164.40

148.60

0.61

0.52

525.00

447.00

3.22

0.13

0.02

0.09%

58.70

44.81%

35.71%

2010年

170.00

427.00

597.00

330.00

103.00

433.00

164.00

0.52

0.24

432.00

365.00

7.50

10.62

10.60

6.48%

47.30

14.33%

10.92%

股东大会

全资子公司A
全资子公司B
全资子公司C
全资子公司D
全资子公司E
全资子公司F
全资子公司G
全资子公司H
……

控股子公司A
控股子公司B
控股子公司C
控股子公司D
控股子公司E
控股子公司F
控股子公司G
……

直属单位A
直属单位B
直属单位C
直属单位D
直属单位E
直属单位F
直属单位G
……

办公室
规划发展部
经济运行部
财务部
管理创新部
人力资源部
……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分公司A
分公司B
分公司C
分公司D
分公司E
分公司F
分公司G
……

分公司 直属单位 机关职能部门

战略发展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审计与风险控制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董事会

经理层

监事会

预算管理部

风险管理部

图 1 T集团组织架构图

T集团2010~2012年主要财务信息表 单位：亿元

注：数据根据互联网公布的2010 ~ 2012年T集团财务信
息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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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T集团公司“票据池”模式存在的问题
T集团公司主要存在票据集中管理难度很大、存量票

据运作无章可循、“银企直联”系统尚未开启以及集团票

据集中管理信息化水平不高等四个方面的问题。

1. 票据集中难度很大。钢铁行业产业链中，多用票据
作为贸易结算工具，结算量巨大，票据金额大、数量多。T
集团公司虽然推行了“票据池”模式，但票据集中的难度

依然很大，各子公司都有各自的票据管理办法，各自为

政，票据管理水平差异比较大。一些子公司已经开始尝试

在公司内部进行票据的集中管理，大部分子公司并未对

票据进行统筹安排和管理。集团虽然规定必须将纸质票

据统一托管在各地的招商银行，并组成“票据池”，但实际

情况并不乐观，绝大多数中下游企业都是消极应对，票据

集中管理的效果并不明显。

2. 存量票据运作无章可循。虽
然央行早在 2009年 10月就推行了
电子票据系统，但是纸质票据仍是

主流的票据。T集团下属的成员企
业在对外交易过程中，通常会收到

大量的银行承兑汇票，并且难以转

付，这就导致大量的银票“留存”于

企业。集团虽然推行了“票据池”管

理模式，但首先要解决大量的存量

票据该如何运作的问题。由于集团

“票据池”模式才刚刚试运行，还无

法从根本上盘活这些存量票据，并

最终难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3. 集团公司“银企直联”系统
尚未开启。“银企直联”系统为企业

提供了安全简易和实时个性化的

网上银行服务。企业的各种结算、

投资、融资、预算、审批及核算等业

务管理将不再涉及商业银行，内部

资金管理系统会自动通过数据接

口将商业银行服务的业务数据进

行发送，并借助银行的网上银行系

统实现各种产品的功能。一般情况

下，“票据池”和“现金池”应该结合

起来运作，“票据池”的构建必须得

到合作银行的支持，但是T集团公
司尚未开启“银企直连”系统。

4. 集团票据集中管理信息化
水平不高。T集团虽然开始推行“票
据池”管理模式，但集团财务公司

并没有做好票据集中管理的准备

工作，票据集中管理的信息化水平

依然低下，对于票据的管理依然沿用先前落后、不合时宜

的管理办法。

四、T集团公司“票据池”模式问题的成因
1. 集团公司成员对“票据池”管理配合不够。T集团公

司虽然运用“票据池”管理模式对银行承兑汇票进行集中

管理，但效果并不明显。通过实地调研发现，集团公司成

员对“票据池”管理配合不够是最终无法实现票据高度集

中的主要原因，企业集团下属的子公司和分公司几乎都

有各自的票据管理办法。对于集团公司集中管理票据的

统一要求并不是很配合，纸质票据在商业银行的托管并

没有给成员单位带来相应的经济利益，反而还需要向商

业银行支付“票据池”票据年服务费、“票据池”票据托管

费、票据查询查复手续费、票据承兑手续费及票据托收手

续费等一系列费用。票据入池托管以后由集团统一支配

T集团

子公司1 子公司2

孙公司1 孙公司2 孙公司3 孙公司4 孙公司5

A B C D E F

集中 分散

集中 集中

集中 集中 集中 集中 集中 分散

分散 分散
集中

图 2“票据池”模式集团关系示意图

A子公司

招商银行

A子公司

汇
票

招商银行 招商银行

查
询
当
地
票
据

B子公司 C子公司

A公司 B公司
票据池

C公司

资金池 供应商

委托收款或贴现资金

转账支付

票
据
支
付

查询/管理/使用

查
询

销售部

母公司
财务部

图 3 T集团“票据池”模式业务流程图

汇
票

汇
票

现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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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使用，成员单位失去了对票据的控制权，自然也无法直

接办理贴现、质押及托收业务，控制权的丧失最终导致成

员单位的局部利益遭受极大损害。因此，成员单位对于集

团公司票据的集中管理通常持消极应对的态度，票据也

难以真正地集中到“票据池”里。

2. 集团公司票据运作缺乏配套的制度支持。虽然“票
据池”管理模式被业内公认为是最先进的票据集中管理

模式，但由于存量票据运作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再先进

的模式也只能是“花架子”。存量票据运作问题从本质上

讲就是票据管理的问题，无论票据在管理上如何创新，都

应该首先制定出科学、合理、规范的制度。T集团有大量未
到期的银行承兑票据被闲置，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虽然

“票据池”管理模式已经推行，但是各成员单位的多数人

员对“票据池”模式相关概念和运作技巧并没有理解到

位，与之配套的制度也尚未建立，最终导致存量票据没有

真正地“运作”起来。集团一贯的原则是将票据积攒到一

定规模时才集中向合作银行贴现，坚决不肯与合作银行

签订“票据池”协议，有些成员企业因为资金实力雄厚，根

本不理会集团与合作银行共同推行的“票据池”业务，存

量票据的运作最终处于无章可循的状态。究其原因，笔者

认为是T集团公司票据运作缺乏配套的制度支持。
3. 银行等金融平台支持力度不够。T集团“票据池”管

理模式的推行必须得到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银

企直联”系统是合作银行和软件开发商共同开发的，能够

为集团提供特色服务，并解决集团财务公司无法自主结

算的难题。集团可以依据自身的需求，借助软件开发商的

力量建立一套适合本集团内部使用的资金管理系统，然

后向合作银行申请开通“银企直联”业务，可以满足集团

建立“现金池”、“票据池”及进行资金集中管理等各种资

金管理需求。“票据池”模式的顺利推行离不开“银企直

联”系统，但T集团并没有争取到合作银行的支持，从而使
“票据池”模式无法真正地运作起来。

4.“票据池”综合管理系统尚未搭建。T集团想要提高
票据集中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就必须尽快搭建“票据池”

综合管理系统。T集团下属各子公司在归集银行承兑票据
时是无序和低效的。由于没有专门用于票据集中管理的

信息系统，使得票据集中还处于传统的手工阶段，大量银

行承兑汇票的涌入令T集团下属子公司的财务部门、相关
资金管理人员及财务人员苦不堪言，他们时常被动地承

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和精神压力，仅验票这一个环节就

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于整个T集团而言，尽快
构建适合于本集团自身的“票据池”综合管理系统已迫在

眉睫。“票据池”综合管理系统一旦构建，立刻就可解决银

行承兑汇票在集团内部下属各子公司难以迅速集中的问

题，银行承兑汇票在各子公司能够快速、准确无误地集中

是接下来在“票据池”业务合作银行进行就近托管的基

础，也就是说，银行承兑汇票在子公司层面的集中是整个

“票据池”管理模式业务流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集中的

效率和质量直接影响着“票据池”管理模式业务流程的顺

利施行。集团要想尽快提高其票据集中管理的信息化水

平，必须尽快向专业的软件公司提出需求，共同开发适合

自己的“票据池”综合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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