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撷英集萃

75

浅谈应收账款融资工具
在吉林省农村金融综合改革试验中的应用

万孟奇

省农村金融创新试点地区的运用和发

展，对于有效降低农业生产主体融资成

本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应收账款融资工具依靠合同的付款

义务，用购买者支付货款的法律义务替

代借款人的信用评估。自上世纪90年

代以来，应收账款融资工具主要发展成

以下两种主要形式：一是应收账款抵押

融资。粮食生产者以购货方的应收账款

债权作为抵押品向银行贷款。若购货方

拒绝付款或无力付款，银行具有向生产

者要求偿还融通资金的追索权。这是最

初级的应收账款融资工具，由于操作简

明，适合作为农村金融改革的切入点，

优先在资质良好、规模较大的农业资料

生产厂商中进行试点。二是应收账款让

售。即生产商将应收账款债权出卖给融

资机构（农村信用社）并通知买方直接

付款给融资机构，融资机构要承担所有

收款风险并吸收信用损失，丧失对融资

企业（生产商）的追索权。根据试验方案

的要求“吉林省依托现有具备一定市场

规模和影响力的人参、绿豆等特色农产

品交易市场，加强物流配套体系建设”，

对于高附加值的农业拳头产品，可以优

先推广应收账款让售业务，尤其是对出

口的生产厂商。考虑到出口的周期长、

购买方信用信息不对称等特点，应收账

款让售业务能帮助出口企业迅速回笼运

营资本。如农产品出口大国巴西，在全

国范围内发行了农产品票据，获得了极

大的成功。通过介入此类票据，抵押资

产加入到农业价值链条中，未来的应收

账款的收缴权被仓库存单所代替。

《吉林省农村金融综合改革试验方

案》提到“创新第三方存货监管模式”及

“围绕农产品存货、畜禽活体开展仓储

抵质押业务”，通过第三方投资担保平

台引入第三方存货监管，运用标准化仓

库的库存存单作为农产品权利凭证，可

以改变活体家畜不便于价值评估的弊

端,节约了交易和仓储成本，加快资金

的周转。

应收账款融资工具在农业价值链的

不同环节都可以得到有效运用。最经常

被使用的环节在于贸易与出口，同时也

可以用于支付农业生产资料采购成本、

种植环节运营成本以及支付收割、运输

及仓储成本。为确保应收账款结构性融

资产品的顺利试点，一方面有关部门要

形成区域性金融监管协调合作机制，建

立健全信用信息平台，提高农户信用档

案的建立率；另一方面，要组建以政府

出资为主独立运作的第三方投资担保平

台，提高票据的信用评级，从而吸引更广

泛的投资者，达到快速融资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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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11日， 财政部、中国

人民银行、发展改革委等8个部委提交

了《吉林省农村金融综合改革试验方案》

并得到国务院批准。在这份文件中，明

确提出了通过开展农村金融综合改革试

验，力争用5年的时间，在试验地区形

成“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竞争适度、

风险可控的现代化金融体系”。在具体

落实层面，文件提出了六大主要任务，

其中核心的两个任务是“发展供应链金

融服务新模式，多种形式支持农业适度

规模经营”和“开展农村资源资本化改

革，扩大抵质押担保物范围”。完成这两

个主要任务的关键在于推动包括应收账

款在内的新型结构性金融工具的运用。

结构性金融工具是指企业通过利用

特定目的实体将拥有未来现金流的特

定资产剥离开来，并以该特定资产为标

的进行融资。在农业产业价值链中，应

收账款占有重要位置。通过有效的金融

创新，将应收账款从生产主体上剥离出

去，农业生产主体能够在应收账款到期

前取得现金资产，为正常的生产运营提

供现金支持。资产负债表中反映的是应

收账款的减少和货币资金的增加，负债

并没有任何变化，更有利于财务结构的

优化，进而能有效提高农业生产主体的

偿债能力。由于应收账款融资的诸多优

势，大力推动应收账款融资工具在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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