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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银行结算策略上的选择

辛丽娟  尹铁山

企业如何较好地利用银行结算工具，加速资金周

转，达到“结算出资金、出效益”的目的呢？笔者认为应

做好“三选一防”工作：

一是要选好开户银行。要选择一家信誉高、制度

严、服务态度好的银行开户。多头开户造成资金分散，

既不便管理，又会增加结算成本。对有长期业务户的企

业，最好选择与业务户在同一系统的开户行，可以减少

结算环节。不要怕制度硬、纪律严，这样的银行往往是

结算快、素质高、有“三铁”传统，真正在结算上出资金、

出效益的银行。

二是要选好结算方式。目前普遍通用的结算方式

有五种：支票、银行汇票、托收承付、汇兑、信用卡。正确

选择结算方式是加速资金周转的关键。一般同城范围

内支票结算既简单又快捷，交到银行最迟入帐时间为

三天；托收承付结算方式适用于对有合同有信誉的异

地付款方，这种结算方式银行承担监督责任，对不按期

承付的款项银行代扣滞纳金，不允许付款单位无理拒

付；汇兑主要用于资金调拨、清理旧欠、往来款项、外地

采购，优点在于节约结算费用，但对以前没有业务关系

的客户最好是款项入帐再发货；目前国内开通电子联

行业务的行处已有很多，电汇最迟不超过四天；银行汇

票是款随人走，发货付款的结算方式，但最好不要带票

找货源，因为汇票一经开出，款项已作为准备金转出，

银行不再支付利息；信用卡是一种新开办的信用工具，

成为信用卡的特约商户，可达到笼络顾客、方便购物、

扩大销售的目的，受理信用卡与受理汇票一样，不存在

转帐的在途时间。

三是要选好传递票据方式。受理了正确的结算票

据，必须及时交存银行，银行入帐的原则是先记付后记

帐，收妥抵用。因此选择一种快捷的传递途径也是很重

要的。支票交收款单位开户行和付款单位开户行均可。

收款单位开户行收到支票后，要有一个抵用期，因此，

在可能的情况下还是将支票交到付款单位开户行，每

行有两次同城票据交换，赶上交换场次当日即可入帐，

一般情况下可提前一天入帐。在办理银行汇票时要选

准兑付行，选择了与收款单位开户行参加同城票据交

换的行处兑付，可以缩短转汇时间。

四是要增强防范意识。由于空头支票屡禁不止，因

此受理支票时一定要注意鉴别支票的真伪：（1）要查验

持票人身份证；（2）要查验支票是否超过有效期，是否

超过核定限额，大小写金额是否相符，有无涂改，印章

是否清晰；（3）要查验支票是否作废，如会计分录栏为

“收”“付”的支票已经作废；（4）经转让的支票，要检验

印章是否齐全，受理银行汇票要查验汇票本身是否为

全国通用，有无防伪装置，是否超过一个月的有效期，

压数机印、汇票专用章印是否清晰，有无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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