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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办法

《办法》的主要内容—明确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内容，优化

操作流程

其一，《办法》明确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范围的担保类型。

《办法》以列举加兜底的方式明确纳入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范围

的担保类型，包括：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抵押；应收账

款质押；存款单、仓单、提单质押；融资租赁；保理；所有权保留等

可以登记的动产和权利担保。同时，《办法》明确机动车抵押、船舶

抵押、航空器抵押、债券质押、基金份额质押、股权质押、知识产权

中的财产权质押、因票据或其他有价证券而产生的付款请求权以及法

律、行政法规禁止转让的付款请求权不属于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

范围的担保类型。

其二，《办法》明确登记机构职责与担保权人的登记义务。《办

法》明确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以下简称“征信中心”）是动产和

权利担保的登记机构，不开展事前审批性登记，不对登记内容进行实

质审查；登记注销、登记期限届满或登记撤销后，征信中心应当对登

记记录进行电子化离线保存，保存期限为 15 年。由担保权人负责通

过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以下简称“统一登记系统”）办理动

产和权利担保登记，担保权人也可以委托他人办理登记，但担保权人

应当严格审核确认担保财产的真实性，在统一登记系统中查询担保财

产的权利负担状况，并对登记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

否则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任何法人、非法人组织和自然人均可以在注册为统一登记系统的

用户后，查询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信息。担保人为法人、非法人组织

的，查询人以担保人的法定注册名称进行查询；担保人为自然人的，

查询人以担保人的身份证件号码进行查询。



— 2 —

其三，《办法》删除了展期登记时间限制。《应收账款质押登记

办法》规定登记期限届满 90 日内可以申请展期，《办法》将该时间

限制取消，明确在登记期限届满前，担保权人均可以申请展期，且担

保权人可以多次展期，每次展期期限最短 1个月，最长不超过 30 年。

其四，《办法》明确了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的具体内容，登记内

容包括担保权人和担保人的基本信息、担保财产的描述、登记期限。

担保权人可以与担保人约定将主债权金额、担保范围、禁止或限制转

让的担保财产等项目作为登记内容。对担保财产进行概括性描述的，

应当能够合理识别担保财产。最高额担保应登记最高债权额。

其五，《办法》明确了动产和权利担保的异议登记程序。担保人

或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登记内容错误的，可以要求担保权人办理变更

登记或注销登记。担保权人不同意变更或注销的，担保人或其他利害

关系人可以办理异议登记，担保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应当自异议登记

办理完毕之日起 7日内通知担保权人。担保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自异

议登记之日起 30 日内，未就争议起诉或提请仲裁并在统一登记系统

提交案件受理通知的，征信中心撤销异议登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