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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承兑汇票，目前已占全国所有银行结算量的70%左右。

也就是说，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颁布以后，银行票

据市场已步入一个发展的快车道。但承兑汇票在实际运作过

程中，引发了不少违法违规行为，设置了一个又一个“陷阱

”。仅在2000年，全国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伪造金融票据、

违法票据承兑的犯罪案件就达7419起，涉案金额达52亿元。

这不得不引起人们的高度警觉。 那么，犯罪分子是怎样利用

承兑汇票频频设下“陷阱”的呢？ 票据调包 2001年7月5日，

湖南株洲某公司因与珠海斗门某公司有一笔业务合作意向，

双方约定采取承兑汇票结算方式。株洲公司将70万元现金存

入株洲农行北都分理处，于当日办理两张共计70万元的银行

承兑汇票；并应对方公司要求，立即将两张承兑汇票的原件

传真给对方。同时，接受对方邀请，立即动身前往珠海洽谈

业务，没想到，这一去却是赴了“鸿门宴”。 当株洲公司的

代表到达珠海后，受到对方的盛情款待。但是他们殊不知已

掉进对方设置的陷阱：原来，对方在接收到汇票传真件后，

已按照汇票的式样，模仿票据的笔迹、印章模式，利用高科

技手段扫描“克隆”了两张汇票。在一看一递之间，真票被

早已“克隆”好的票据调包，返回到他们手中的是日期、金

额、号码、章戳、钢印非常逼真的“克隆”汇票。珠海公司

利用接待游玩的几天时间，将窃取的70万元真正银行承兑汇

票到银行顺利兑付提现。待株洲客商因生意未谈成，回到原



出票行退票时，被银行工作人员告知：两笔汇票于7月10日在

珠海市斗门县农行营业部兑付，并于7月11日通过电子汇兑系

统划付，他们捏在手里的只是两张一文不值的废纸。 这样的

“骗局”不时地在人们周围上演，而且呈愈演愈烈之势，仅

株洲农行2000年就堵住票据诈骗案件5起，涉及金额1897万元

。 票据“克隆” 2000年12月21日，一自称武汉某公司经理的

张某来到原农行株洲市城中支行营业部申请承兑汇票贴现，

并出具了湖北某工行开具的金额为465万元的承兑汇票。经

过10余分钟后，农行就收到出票行传来的银行承兑汇票传真

件。农行经办人员及时向对方发出加急电报查询。次日早晨

，“投递员”送来武汉回复的加急电报。尽管这一切与平常

办理业务没什么两样。但农行在审查汇票时还是发现了疑点

：票号中的横杠较短、暗记无荧光反应等，顿生疑窦的农行

工作人员两次到邮电局查询，得到证实：电报系伪造。尔后

，农行工作人员又悄悄地速到市工行营业部查证和鉴定，仪

器鉴定的结果表明，该承兑汇票确系伪造。至此，一场精心

策划的诈骗案，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公安机关后来查明

，以湖北人张某为首的3人团伙是从广东某地制假团伙手中购

入的伪造银行承兑汇票，其“克隆”的汇票几乎达到以假乱

真的地步。从发传真到伪造电报，犯罪团伙非常清楚银行的

操作流程。银行工作人员如在某一环节稍一疏忽，则会造成

巨大的损失。 票据“圈钱” 资金掮客们往往采用票据“圈钱

”。 有了票据，在他们的眼中，“天上掉下馅饼”似乎已不

再是神话。资金掮客利用非法手段从一家银行申请办理承兑

汇票，然后到另一家银行进行贴现。套取银行资金后，进入

股市操作；或进行收购上市企业，再到股市上套取资金，轻



而易举地完成“圈钱”过程。其主要做法是：首先与别的企

业联手，伪造交易合同；然后采取反复使用同一张增值税发

票原件，或非法购卖、借用别的企业贷款卡、财务专用章等

资料，抑或是集团内部各公司之间对开增值税发票，骗取银

行承兑汇票。这其中的“猫儿腻”很多：一是一些金融单位

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盲目扩大业务；忽视安全防范，不严格

按照查验手续和规定的程序办理，助长了犯罪分子铤而走险

的侥幸心理。二是银行内部工作人员充当“家贼”，与犯罪

分子串通一气，规避内部监管，违规办理承兑汇票。三是社

会中介机构弄虚作假，一些社会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

，资产评估师事务所，公证处）滥用资信；违反职业道德和

职业纪律，为了一己之利，出具虚假证照文件或材料，为犯

罪活动提供了方便。 票据逃债 在湖南株洲市一家欠贷达1000

余万元的装饰材料加工企业，经常对外宣称无力支付银行利

息。该企业在银行的账户也的确长时间没有销货款回笼，但

生产经营仍正常进行。怎么只见“怀孕”，不见“生仔”？

银行工作人员深入到一些相关企业进行深入地调查后，发现

背后的“蹊跷”：该企业产品在外地销售，全部采用承兑汇

票结算方式，企业在收到银行承兑汇票后，再将汇票背书转

让购进原材料；或转让给其他有关联的企业向银行申请贴现

套取现金，从而逃避银行的收贷收息。该企业已在他行的账

户上囤积了100万元存款。 一些逃债高手、金融“黑客”想出

了利用承兑汇票这一不“显山露水”的怪招，不仅使银行对

债权的管理失控，加剧企业的逃废债行为，损害社会信用；

而且极容易引发企业间的债务纠纷，诱发新的经济案件。 据

记者的调查，当前，在我国利用票据诈骗已向集团化、专业



化发展，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制假手段越来越高明，

涉案金额也越来越大，诈骗的花样也越来越多。这一现象必

须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编辑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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