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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27/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5_8D_95_c32_527555.htm 银行自承自贴票据业务是指银

行为自己承兑的商业汇票办理贴现业务，常见的情形是银行

一家分支机构承兑商业汇票后，持票人又持该汇票在该分支

办理贴现业务，或者是银行的一家分支机构承兑了商业汇票

后，持票人持该汇票到该银行系统内的另一家分支机构办理

贴现。 银行自承自贴的现象并不少见，主要原因在于办理自

承自贴票据有一定的吸引力：对银行而言，为自己承兑的票

据办理贴现，可以更便捷地落实并确保该票据的真实性和可

靠性，简化查询和验票手续，还可以避免和减少接受伪造、

变造票据的风险，也容易吸引和维护客户；对客户而言，在

同一家银行申请承兑和贴现，可以大大简化手续，特别是当

持票人已是承兑银行信用客户的情况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

避免接受重复的信用审查手续。此外，如果持票人已在承兑

银行处开立银行账户，则可以避免重复开户的手续。根据人

民银行制定的《支付结算办法》第92条规定，商业汇票的持

票人向银行办理贴现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是要求持票人在银

行开立存款账户，因此，通常持票人只能向其开户银行申请

贴现，银行通常也是将贴现款划入持票人开在本银行的账户

中。 自承自贴票据业务在实务中引起争议较多的核心问题是

：银行为自己承兑的票据办理贴现后，既是付款人，又是持

票人，票据权利人与票据债务人合为一人，此时票据权利与

票据债务是否因混同而消灭，是否意味着承兑人提前付款？ 

依据民法理论，债的关系必须有两个主体，即债权人和债务



人，任何人不得对自己享有债权，当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时

，若再认为其既为债权人又为债务人，则有悖于债的概念。

因此，在一般债权让与中，若发生债权债务归于一人的情况

，则债的关系将因混同而消灭。《合同法》第91条亦规定当

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时，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因此，对于

一般民事债权人与债务人混同是债消灭的原因并无异议。但

是，对于票据债务人与债权人为同一人时票据权利和票据义

务是否混同则存在争议。笔者倾向于认为，票据转让与一般

债的转让存在明显的不同。依《票据法》的规定，在票据转

让中，对受让人无限制，票据再转让到以前的债务人（出票

人、承兑人或其他票据债务人）手中也可以，当票据权利和

票据债务同集一身时，票据债权债务并不因混同而消灭，持

票人仍可以转让票据，仍可以向其他票据债务人追索，票据

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不消失，仍然保留。 

票据贴现是一种特殊的票据转让行为，其有别于一般的债的

转让，也有别于票据的背书转让，因此对于票据贴现的性质

，对于特殊的票据贴现如部分贴现、自承自贴等，应更多地

从票据的特殊性来考虑，从维护交易安全和提高交易效率的

角度分析票据贴现中的相关问题。百考试题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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