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17 年 10 月 23 日 

 

个人财富管理系列讨论之五:家族信托登记 

导语：根据 2016 年 12 月北京银行联合北京信

托与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财富管理研究中

心、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发布的《中

国家族信托行业发展报告（2016）》，中国境内目前

已有 21 家信托机构和 14 家商业银行开展了家族信

托业务，家族信托规模约为人民币 441.8 亿元。同

时该报告预测：到 2020 年参与家族信托业务的信

托机构数量将超过 50 家，中国本土家族信托规模

有望达人民币 6275.5 亿元。目前我国的家族信托行

业还处于起步阶段，我国有关信托登记和税收的配

套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以适应家族信托的未来发

展。 

虽然我国《信托法》第十条就“信托登记”做

了基础性规定：“设立信托，对于信托财产，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登记手续的，应当依

法办理信托登记。未依照前款规定办理信托登记的，

应当补办登记手续；不补办的，该信托不产生效力。”

但《信托法》颁布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并未

真正建立起信托登记制度。2017 年 9 月 1 日，中国

银监会制定的《信托登记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同

时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信托登记系统上线

运行，真正开启了信托登记的新阶段。目前并无针

对家族信托登记的单独规定，上述《信托登记管理

办法》也并未规定家族信托的排除性条款，所以目

前家族信托的产品也应该按照该办法进行登记。 

根据《信托登记管理办法》对信托登记的定义，

目前中国信托登记有限公司（简称“中信登”）办

理的主要为信托产品及其受益权登记1。同时根据中

国银监会官网对《信托登记管理办法》的介绍：

“《办法》构建的信托登记制度，是服务行业发展

和监管的基础性建设（不涉及信托财产登记）”2。

由此可见，目前我国新确立的信托登记尚未纳入信

托财产登记，主要目的还是方便监管机构对信托产

品进行监管。信托财产登记这一具有确权功能、保

障信托财产独立性、有利于家族信托实现财产隔离

保护的关键性登记，目前还是缺失的。 

涉及到信托财产的所有权转移登记，我国《物

权法》规定，不动产物权在转让登记之后才发生法

律效力。而《信托法》中对于信托财产的用语是：

“委托人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委托给”和

“转让给”的用语的不同，也给信托财产的登记确

权造成了一些困难。但结合《信托法》第十五条对

信托财产与委托人未设立信托的其他财产相区别

                                                        
1 《信托登记管理办法》第二条：“本办法所称信托登记是指中国信托

登记有限责任公司对信托机构的信托产品及其受益权信息、国务院银

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信息及其变动情况予以记录的行为。” 
2 中国银监会官网介绍链接为：

http://www.cbrc.gov.cn/chinese/home/docView/10CCFFBECA9A49B6B

5A37EB33D22D141.html 

http://www.cbrc.gov.cn/chinese/home/docView/10CCFFBECA9A49B6B5A37EB33D22D141.html
http://www.cbrc.gov.cn/chinese/home/docView/10CCFFBECA9A49B6B5A37EB33D22D1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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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及信托基本原理，我们倾向于认为，应将

“委托”理解为一种财产权的转移。 

目前，确立信托财产登记制度同时理顺信托财

产登记与《物权法》规定的不动产登记、《公司法》

规定的股权登记、知识产权法律法规项下的知识产

权登记等现存财产所有权转移登记之间的关系仍

是我国信托登记需解决的问题。 

根据“中信登”回复：《信托登记管理办法暂

行细则》目前正在制定过程中，之后会陆续出台更

多登记配套规定。同时根据上海金融报 2017 年 9

月 26 日的报道：“中信登结算部龚晓丹表示：中

信登将继续积极与有关部门协调研究，将充分利用

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积极探索实现信

托财产登记确权功能，争取在司法判例和指导意见

方面为信托财产登记实践提供有益示范”3。我们将

持续关注信托财产登记制度的进展并进行后续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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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报道链接为：http://www.yanglee.com/news/newsdetail.aspx?NodeCode=105022002&ID=100078449097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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