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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购置融资办法 
 

 [工作组注意：“A 部分.总论”载于 A/CN.9/WG.VI/WP.17 号文件。] 
 
B. 建议 
 
目的 
 
[…] 
 
[购置融资][购置款]办法等同于担保权 
 
1. 法律应将保留了所有权安排、购置款出借安排和融资租赁的出售等交易下
引起的[购置][购置款]权利视为担保权利，将此类权利纳入“担保权”的定义
内，从而对这些权利直接适用关于担保权的规则。替代做法是，法律可将此类

权利[或其中一些权利]排除在“担保权”的定义范围之外，但应使其受与管辖担
保权的规则实质上相同的平行制度的管辖。在两者中的任一情况下，都应适用

经适用于[非购置][非购置款]担保权的建议补充后的适用于[购置][购置款]担保权
的建议。 

 [工作组注意：工作组似宜考虑在指南的其他各章中转载下文各段落中介绍
的详细建议。替代做法是，可在指南的其他各章中阐述这些建议，并将其载入
本章作为参考。] 
 
设定当事人之间的[购置][购置款]担保权 
 
2. 法律应规定，设定[购置][购置款]担保权的协议必须以文书作为证据。文书
包括订购单、发票、一般条款和条件等。文书还包括某种电子通信（见《贸易

法委员会电子商务示范法》第 6 条、电子订约公约草案第 9 条第 2 款以及
A/CN.9/WG.VI/WP.16 中的建议 10 和 11）。文书不必由买方、设保人或融资承
租人（在这些建议中系指“设保人”）签名，条件是卖方、购置款出借人或融

资出租人（在这些建议中系指“购置金融业者”）可用其他手段（例如行动方

针）证明所述安排已被设保人接受。 

 [工作组注意：工作组似宜考虑，为了避免一方面就购置款担保权提出一项
建议（即文书无需签名这一灵活概念），而另一方面又就非购置款担保权提出
一 项 不 同 的 建 议 （ 即 文 书 需 要 签 名 这 一 不 太 灵 活 的 概 念 ， 见
A/CN.9/WG.VI/WP.16 中的建议 10 和 11），上述建议 2 应既适用于购置款担
保权也适用于非购置款担保权。] 

 
[购置][购置款]担保权对第三方具有的效力 
 
3. 与总体上对待担保权的情况一样，法律应规定，为了使非占有式[购置][购
置款]担保权对第三方有效，购置金融业者必须在有关担保交易登记册上登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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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涵盖其权利的通知。如果购置金融业者不晚于向设保人交付货物后[指明一段
短时限，例如 20 天或 30 天]登记这一通知，而且如果第三方的权利是在[购
置][购置款]担保权的设定时间与其登记的时间之间产生的，则所涵盖的权利也
应对该第三方具有效力。如果购置金融业者在所定期限期满后登记这一通知，

则该[购置][购置款]担保权从这一通知登记时起对第三方具有效力。 
 
除外情形 
 
4. 法律应规定，下列非占有式[购置][购置款]担保权在其无需登记的情况下设
立时对第三方具有效力： 

 (a) 在消费品上的[购置][购置款]担保权[，但价值高于[指明价值]的消费品
除外]； 

 (b) 库存品以外货物上的[购置][购置款]担保权，对于这种担保权，设保人
在该[购置][购置款]担保权以及所有其他在[指明时间]范围内设定的[购置][购置
款]担保权方面欠购置金融业者的债务总额低于[指明价值]；及 

 (c) 设保人为之在[指明时间]内偿清债务的短期交易。 

 [工作组注意：工作组似宜审议消费品除外情形和低价值除外情形是否应适
用于与库存品有关的交易的问题，因为考虑到消费品不可能是设保人的库存
品，而且库存品一般不属于低价值除外情形的范围。此外，工作组还似宜审议
短期交易除外情形是否也应适用于与库存品有关的交易这一问题。况且，如果
工作组决定将短期或低价值交易列为除外情形，则工作组似宜考虑究竟是应将
短期和低价值的情形包括在建议中还是应以举例的方式留在总论中处理。] 
 
[购置][购置款]担保权优先于未来非库存品上事先存在的[非购置][非购置款]担保
权 
 
5. 对于非库存品货物，法律应规定，[购置][购置款]担保权优先于同一产品上
事先存在的担保权（即使涵盖了事先存在的担保权的通知是在[购置][购置款]担
保权登记之前在担保交易登记册上登记的），但条件是：㈠购置金融业者保留

对该货物的占有；㈡ [购置][购置款]担保权的通知是在向设保人交付货物后的
[建议 3 中指明的相同天数]内登记的；或㈢ [购置][购置款]担保权在根据建议 4
完成设定时对第三方具有效力[非占有式] [购置][购置款]担保权，对于这种担保
权，不需要为对第三方具有效力而加以登记）。 
 
[购置][购置款]担保权优先于未来库存品上事先存在的[非购置][非购置款]担保权 
 
6. 对于库存品，法律应规定，[购置][购置款]担保权优先于设保人的库存品上
事先存在的担保权（即使该事先存在的权利对第三方生效先于[购置][购置款]担
保权对第三方生效），但条件是：㈠购置金融业者保留对该货物的占有；或㈡ 
在向设保人交付库存品之前，购置金融业者：(a)在有关担保交易登记册上登记
一项涵盖了其权利的通知；及(b)以书面形式通知事先存在的担保权的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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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明购置金融业者有意订立一项或多项交易，根据这些交易，该人将对通知中

所述设保人的额外库存品拥有更高等级的[购置][购置款]担保权。发给事先存在
的担保权的持有人的通知可包括同一当事人之间的多项[购置][购置款]交易。但
该通知只应对发出通知后[指明时间，例如五天]期限内设定的[购置][购置款]担
保权具有效力。 

 [工作组注意：工作组似宜考虑是否应对库存品上购置款担保权的登记（而
不是对通知记录在案的非购置款库存品金融业者）给予一段宽限期。] 
 
交叉担保业务 
 
7. 法律应规定，[购置][购置款]担保权需受本章中关于对第三方具有的效力和
优先权的建议的约束，即使购置金融业者：㈠还拥有在货物上担保设保人的[非
购置][非购置款]债务的担保权；或㈡拥有在设保人的其他资产上担保与[购
置][购置款]担保权有关的偿付义务的担保权。 
 
库存品收益上的[购置][购置款]担保权的优先次序 
 
8. 法律应规定，建议 6 下规定的库存品上[购置][购置款]担保权对于同一货物
上事先存在的担保权的优先权不适用于这种库存品的收益。[工作组注意：对于
非库存品货物的购置款收益，应适用可适用于非购置款收益的建议（见
A/CN.9/WG.VI/WP.16 中的建议 41）。] 
 
执行 
 
9. [建议 10 中规定的情形除外，]法律应规定，在设保人违约的情况下，购置
金融业者有权重新占有并处分货物，但须受总体上适用于担保权的相同规则的

约束。 

10. [如果在设保人违约之后在该货物上拥有对竞合求偿人的优先权的购置金融
业者重新占有该货物，则该购置金融业者不负有处分该货物的任何义务。如果

这种购置金融业者不对货物进行处分，则该人对于由[购置][购置款]担保权担保
的债务不拥有针对设保人的进一步求偿权。如果这种购置金融业者对货物进行

处分，则该人应有权保留在将处分收益适用于其针对设保人的求偿权之后剩下

的盈余，如果经这种适用后仍存在的亏空额超出违约损失求偿额，则无进一步

的求偿权。] 
 
破产 
 
11. [建议 12 中规定的情形除外，]法律应规定，在设保人发生破产的情况下，
购置金融业者具有与持有担保权的人相同的权利和职责。 

12. [设保人的破产管理人可支付购买价格未结余额并保留货物，将合同出售给
可支付购买价格未结余额的另一人并保留货物，或者拒绝合同并归还货物，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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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置金融业者应在扣除货物在由设保人占有期间的租赁价值后对该设保人支付

的价格给予补偿，该货物由于经过设保人的使用或根据类似规程确定的损失而

使其价值有所降低。] 
 
[法律冲突 
 
 [工作组注意：下列建议与关于非购置款担保权的建议相同。但还是将其载
列于此，因为在术语方面略有修改。工作组似宜审议这些建议的行文。] 

13.  法律应规定，当事人之间的设定、对第三方具有的效力和对[购置][购置款]
担保权竞合求偿人的优先权均受资产所在地国的法律管辖，但下述情形除外： 

 (a) 在一个以上国家中通常使用的某一类有形资产，在此情况下，这种问
题受设保人所在地国的法律管辖； 

 (b) 过境货物，对于这种货物，也可在当事人之间设定这种权利，并根据
目的地国的法律使之对第三方具有效力，条件是货物在指定的某一时间期限内

抵达该国；及 

 (c) 出口货物，对于这种货物，也可在当事人之间设定这种权利，并根据
目的地国的法律使之对第三方具有效力，条件是货物从这种权利设定之时起在

指定的时间期限内[抵达目的地国][离开颁布国]。 

14. 法律还应规定，在当事人之间设定的并使之根据一非颁布国的法律对第三
方具有效力的[购置][购置款]担保权，根据颁布国的法律，在设保人或资产（如
适用的话）的所在地迁移到该颁布国后[待定]天期限内对第三方具有效力。如果
颁布国使这种权利对第三方具有效力的要求在上述期限结束前就已实现，则此

后非颁布国中要求的第三方有效性在颁布国中也继续有效。] 
 
过渡 
 
 [工作组注意：工作组似宜考虑规定一段较长的过渡期或适用于非购置款担
保权的过渡规则的其他除外情形，供新法律对购置款担保权具有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