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首个针对商业保理的地方标准正式发布！保理人100%需要！

产品名称 全国首个针对商业保理的地方标准正式发布！保
理人100%需要！

公司名称 腾博财务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私募基金是指:非公开发行的基金
监管机构:中国证监会
依据法律:《证券投资基金法》

公司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布龙路东方半岛花园

联系电话 18938896948 18938896948

产品详情

近年来，深圳市商业保理企业不断创新业务模式，尤其是供应链金融资产服务领域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而该领域的法律法规、监管规则仍然较为分散、尚不健全，除了框架性的监管规范指引，国家及行业内
都无商业保理公司开展供应链金融资产服务的相关标准和规范指南，行业内各商业保理公司操作不一。
为了规范市场主体操作及规避风险，亟需出台相关标准。

12月22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发布地方标准《商业保理公司供应链金融资产服务操作指南》（
以下简称《指南》），提供了商业保理公司开展供应链金融资产服务的全周期业务流程操作、智能化科
技应用和服务可视化的指引，并适用于商业保理公司开展基于核心企业类型的供应链金融资产服务。值
得一提的是，该《指南》由深圳市商业保理协会牵头、前海一方等相关负责人主笔的全国首个针对商业
保理的地方标准。

政策全文如下：

商业保理公司供应链金融资产服务

操作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商业保理公司开展供应链金融资产服务的全周期业务流程操作、智能化科技应用和服务可
视化的指引。

本文件适用于商业保理公司开展基于核心企业类型的供应链金融资产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
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T 22080—2016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

GB/T 35273—2020 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商业保理公司commercial factoring company

依法设立，专门从事商业保理业务的非银行法人机构。

[来源：GB/T 42339—2023,3.6.5]

3.2 供应链金融产品supply chain finance product

以供应链基础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作为偿付支持，按约定以还本付息等方式支付的证券化融资工具。

注：包括但不限于在上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的企业资产支持证券（ABS）、在银行间市场发行的非
金融企业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BN）等标准化产品和各类非标准化产品。

3.3 供应链金融资产服务supply chain finance asset service

为基于应收账款债权的供应链金融产品（3.2）所提供的资产服务。

注：具体包括审核应收账款债权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等，依据监管机构及产品相关方的要求对应
收账款债权资产进行筛选，管理供应链金融产品存续期间的异常风险，以及敦促债务人（核心企业）或
指定的还款方按照约定偿付应收账款等。

3.4 保理业务系统平台factoring system

商业保理公司（3.1）用于提供供应链金融资产服务（3.3）的专用信息化管理系统。

注：又称保理系统、保理平台。

3.5 债权人creditor

供应商supplier卖方seller

因提供商品、服务或者合规出租、出借、许可使用资产等商事合同而获得的要求应收账款债务人（3.6）
支付金钱价款的权利人。

[来源：T/CATIS 001—2020，2.3.6，有修改]

3.6 债务人debtor

项目公司project company买方buyer



因接受商品、服务或者承租、借用、被许可使用资产等商事合同而需要向应收账款债权人（3.5）支付金
钱价款的义务人。

[来源：T/CATIS 001—2020，2.3.7，有修改]

3.7 核心企业core enterprise

供应链金融产品（3.2）的核心信用主体。

注：一般为应收账款债务人（3.6）或应收账款债权的加入债务人、担保人等增信方。

4. 全周期业务流程操作

4.1 全周期业务流程

供应链金融资产服务的全周期业务流程依次为准入尽职调查（以下简称“尽调”）阶段、项目论证及申
报阶段、资产收集阶段、资产审核阶段、zhuanrang支付阶段、存续期阶段和回款阶段。商业保理公司宜
建立覆盖全周期的业务标准，依照业务标准开展供应链金融资产服务业务。

4.2 准入尽调阶段

商业保理公司在准入尽调阶段的主要工作包括：

a) 主体尽调，分为对债务人或核心企业的尽调和对供应商的尽调，具体包括但不限于：

对核心企业：充分了解其偿债能力和付款规范情况，重点关注核心企业偿债能力与盈利水平，关注核心
企业的付款流程是否规范、清晰；掌握应收账款的审批、支付流程和相关资料，明确资产性质和特征；
了解资信情况，有无不良信用记录；

对供应商：确认主体资格，核验供应商是否为合法成立并存续的法人或其他机构；核实交易资格，核验
供应商是否具有订立基础交易合同所需的zizhi、许可、批准及/或备案（如适用法律规定为必需）；偿债
能力和资信情况，有无不良信用记录。

b) 贸易背景尽调，具体包括但不限于：

充分了解应收账款形成的行业背景，例如了解行业规则，重点关注该行业背景下应收账款的交易特点、
付款周期等关键环节；

通过现场核实、材料交叉验证等方式勘察核实，例如抽查基础交易进行实地走访，对核心企业、供应商
提供的信息、材料、数据进行交叉验证，核实交易行为是否真实存在，买卖双方的购销关系是否良好稳
定，产生的应收账款的账龄结构、主要产品组成、周转率、坏账率等情况。

4.3 项目论证及申报阶段

商业保理公司在供应链金融产品的项目论证及申报阶段的主要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a) 配合项目相关方提供保理公司尽调资料；

b) 从资产合规性及操作便利性的角度出发为产品方案提供相关意见；

c) 为业务涉及的相关主体提供适用的法律性文本模板，并提供相关意见。



4.4 资产收集阶段

商业保理公司在资产收集阶段的主要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a) 获取资产数据，宜从核心企业获取资产数据，同时确认资产是否已通过核心企业内部审批流程但尚未
支付且不曾收到过其他债权zhuanrang通知；

b) 与债权人及债务人沟通对接，宜设置专人对接债权人及债务人，按照规范化服务标准向其提供 服务。

4.5 资产审核阶段

4.5.1 商业保理公司宜根据相关监管规定、项目相关方要求，并结合项目具体情况，对资产进行审核。资
产审核宜以保证资产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防范重复融资或重复zhuanrang等风险为目的，不宜以满
足审核流程的完整为目的。

4.5.2 资产审核的主要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a) 主体资格核查，核查债权人、债务人及核心企业等是否为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主体；

b) zizhi核查，根据国家相关规定，若债权人或债务人履约需具备相关zizhi，宜要求债权人或债务
人提供zizhi证明文件并通过相关公开网站进行核实；

c) 贸易背景真实性核查，包括但不限于书面审查、第三方数据辅助核查、现场核实；

d) 应收账款zhuanrang合法性核查，包括审查交易合同、zhuanrang文件是否存在zhuanrang限制及其违约责
任条款、完成zhuanrang通知手续等；

e) 应收账款排他性查询和登记，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以下简称“中登
网”）逐笔排查拟融资应收账款的zhuanrang、质押记录，对无权利负担的应收账款进行登记；

f) 应收账款特定化核查，审查各笔应收账款的资产要素、涉及的各项文件（包括基础合同、发票、履约
证明文件、应收账款zhuanrang合同、债权zhuanrang通知书及通知回执、确权文件等）是否真实、有效；

g) 根据具体供应链金融产品的监管要求及各方的要求，控制入池应收账款的集中度及关联交易比 例；

h) 建立台账记录每笔保理融资资产信息及金额。

4.5.3 工程类资产审核涉及的业务资料清单的示例见表
A.1，针对业务资料的具体资产审核标准的示例见表 A.2。

4.5.4 商业保理公司宜设置初审、复审、抽查等多道审核程序，每道审核程序宜设置专人专岗。

4.5 zhuanrang支付阶段

4.5.1 商业保理公司就已通过资产审核的应收账款与债权人签署zhuanrang协议，完成中登网排他登记，通
知债务人及核心企业债权zhuanrang信息，取得债务人书面知悉文件，支付zhuanrang对价。

4.5.2 商业保理公司需要将上述已受让的应收账款进行再zhuanrang的（如zhuanrang给商业银行进行再保理
业务，或zhuanrang给专项计划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宜与受让方（如商业银行或专项计划）签订应收
账款zhuanrang协议，完成中登网排他登记，通知债务人及核心企业债权zhuanrang信息，取得债务人书面
知悉文件，收取zhuanrang对价。



4.6 zhuanrang支付阶段

4.6.1 商业保理公司就已通过资产审核的应收账款与债权人签署zhuanrang协议，完成中登网排他登记，通
知债务人及核心企业债权zhuanrang信息，取得债务人书面知悉文件，支付zhuanrang对价。

4.6.2 商业保理公司需要将上述已受让的应收账款进行再zhuanrang的（如zhuanrang给商业银行进行再保理
业务，或zhuanrang给专项计划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宜与受让方（如商业银行或专项计划）签订应收
账款zhuanrang协议，完成中登网排他登记，通知债务人及核心企业债权zhuanrang信息，取得债务人书面
知悉文件，收取zhuanrang对价。

4.7 存续期阶段

商业保理公司根据约定，需要在资产服务中履行存续期管理义务的，宜建立全面监控的存续期管理体系
，履行相应的存续期管理义务，主要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a) 组建存续期管理团队，明确团队的分工及职责；

b) 建立存续期管理制度体系，包括但不限于：

针对债务人及核心企业：实行定期或不定期实地走访制，了解核心企业及项目公司经营现状及项目进度
等，同时关注并定期更新项目公司在重大诉讼、重大股权变更及负面舆情等方面信息；

针对发行项目及基础资产：标准化产品根据监管要求，定期向监管部门汇报产品的发行情况和后续发行
安排，对基础资产的合法性、有效性进行持续监控；非标准化产品根据项目要求而定。

c) 记录存续期管理结果；

d) 根据供应链金融产品的要求，需要出具资产服务机构报告的，宜出具报告。

4.8 回款阶段

商业保理公司在回款阶段的主要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a) 基础资产回款到期日前，按照服务协议约定，提示债务人及核心企业按时偿付款项并跟踪还款 进度；

b) 核心企业或债务人发生应收账款到期未兑付的情况时，协助相关主体进行追偿。

5 智能化科技应用

5.1 保理业务系统平台

商业保理公司可根据业务需求，建立基于智能化科技的保理业务系统平台。保理业务系统平台宜基于智
能化科技实现数据对接、数据处理、智能化自动审核、电子签名的功能。

5.2 数据对接

5.2.1 保理业务系统平台可通过对接多个数据源，实现获取包括但不限于工商数据、发票数据、诉讼信息
、中登网数据、核心企业付款数据等，例如：

a) 与核心企业系统对接获取资产相关数据；



b) 与中登网对接，从中登网获取基础资产zhuanrang、质押登记财产描述及附件等数据，并能实现基础资
产相关信息在中登网的批量自动登记；

c) 与提供工商数据、诉讼信息等的第三方数据平台对接，获取核心企业及项目公司的诉讼、重大股权变
更及负面舆情等方面的信息。

5.2.2 保理业务系统平台实现数据对接时，针对同类数据对接多个数据源的情况，宜进行统一的接口管理
，并设置自动重试、切换等机制。

5.3 数据处理

保理业务系统平台可通过图像识别、自然语言识别等技术，配合人工拆分录入团队，将数据处理为可供
系统实现自动审核的运算数据，例如：

a) 发票数据处理：通过图像识别技术，系统自动识别每张发票票面信息，自动提取发票代码、发票号码
、开票日期、不含税金额等信息，并自动上传发票查验接口，自动判断每张发票真实性、 有效性等；

b) 中登网数据处理：采用自然语言识别技术，构建基于中登网数据的解析模型，将获取的非标准 化的中
登网数据识别并转化为标准化的数据，对识别异常的数据辅以人工方式查询判断并转化为标准化数据；

c) 基础资产数据录入：配合人工拆分录入团队，对基础资产信息进行拆分录入系统，作为自动审
核运行的基础数据。

5.4 智能化自动审核

保理业务系统平台可通过将资产审核标准抽象为规则脚本并建立规则脚本库，基于数据对接和数据处理
获取的运算数据，使用规则引擎，实现系统自动审核并输出审核结果。智能化自动审核的流程示意图见
图1。

5.5 电子签约

商业保理公司宜与电子签约服务平台合作，在保理业务系统平台引入电子签约模块，通过电子签约方式
签署供应链金融服务过程的法律性文件。

5.6 搭建信息安全体系

5.6.1 建立保理业务系统平台的商业保理公司，宜按照GB/T 22080—2016的要求搭建信息安全体系， 通过P
DCA循环的运行模式建立、运行、监视、评审、保持和改进，主要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建立覆盖数据周期
的数据安全管理体系，建立资产识别与风险评估机制，完善数据定密原则以及制定信息安全风险具体管
控措施。

注：PDCA循环是管理学中的一个通用模型，指按照计划（plan），执行（do），检查（check）和处理
（action） 的循环顺序，它反映了管理活动的规律,是提高产品质量，改善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方法。

5.6.2 商业保理公司宜按照GB/T 35273—2020的要求建立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对涉及个人信息处理的环节
，如用户注册时提交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员的个人信息、应收账款债权审核阶段涉及的基础文件或履
约文件中所载的个人信息等，建立个人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机制。

6. 服务的可视化



6.1 商业保理公司的供应链金融资产服务流程和结果宜对各市场参与主体真实可见，按照相关方要求，根
据每笔资产审核情况制作审核结果，供相关方查看。

6.2 商业保理公司可搭建资产查询平台连接各市场参与主体，资产查询平台可为各市场参与主体提供以下
的功能：

a) 查阅相关基础资产信息及资产池信息；

b) 查阅和下载资产审核结果及审核依据；

c) 根据自身需求自主定义下载相关资产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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