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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票据法理论为基本线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和相关行政法规为依据，同时吸取了日
内瓦票据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的票据法原理，对于票据法的各个基本制度和规则进行了系统的介
绍和分析。
在基本内容上，本书融制度介绍与规则分析于一体，并结合大量案例对票据法的基本理论、基本制度
和基本规则进行了系统生动的阐述，同时也为我国票据法制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建议。
本书自再版以来，受到了国内读者的广泛好评，被国内多数大专院校列为票据法基本教材。
本次应出版社与广大读者要求，编者对本书进行了进一步的修订：调整了章节首尾结构，丰富了行文
语言并增加了大量案例以配合票据法理论教学。
本书共分十一章，分别为：票据与票据法、票据法律关系、票据当事人的权利、票据行为、票据的伪
造、变造与涂销、票据的丧失、票据抗辩、空白票据、汇票、支票、本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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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关键术语有价证券票据票据法票据权利第一节 有价证券原理一、有价证券的概念与特征票据为有价证
券之一种，现代票据制度与有价证券制度有着内在的本质的联系。
有价证券又称为证券，它是大陆法中的概念，在英美法中则被称为“流通证券”（negotiable
instruments）。
概括地说，有价证券是指代表一定民事财产权利，依法可以自由流转的权利证书，证券上权利的发生
、移转和行使均以持有该证书为必要。
债券、股票、基金受益人证券、提单、票据等均属之。
“有价证券”一词为德国学者所首创，其主旨在于将可流通的权利证书与普通的合同性权利文件相区
别。
这一概念最初为1861年德国商法典所采用，后在大陆法国家中流行。
根据《瑞士债务法》第965条的概括，有价证券是指一切与权利结合在一起的文书，离开了文书即不能
主张该项权利，也不能将之移转于他人。
《意大利民法典》对此也作了大体相同的概括，该法第1992条明确规定：有价证券上权利与有价证券
不可分，该证券上权利是指有价证券的占有人在提交有价证券时，对证券中记载的给付享有请求权；
在有价证券转让时，即使占有人不是权利的享有者，向占有人无恶意地或无重大过失地履行给付的债
务人，其责任亦消灭。
英美法基于对流通证券的可“自由流转性”立场，通常以列举方式概括证券的外延。
例如，《美国1933年证券法》第二章第1条和《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二章第10条均确认：“证券
一词，系指任何票据、股票、库存股票、公债、公司信用债券、债务凭证、息票或参与任何分红协定
的证书、以证券作抵押的信用证书、组建前证书或认购书、可转让股份、投资合同、股权信托证书、
证券存款单⋯⋯”按照《英国金融服务法》附件1的列举，资本证券包括股票、债券、政府证券、公
共证券、有关股票或债券的认购权文据、代表证券的证明书、集体投资的份额证书、选择权、期货等
。
尽管各国法律对于有价证券或者流通证券的概念并没有统一的认识，并且不同国家法律所确认的有价
证券之范围也不尽相同，但是从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内容和民商法学者的理论概括来看，有价证券或流
通证券实质上具有以下特征：1.有价性。
有价证券仅指代表一定民事财产权利的证书，其权利内容具有一定的财产价值，而不具有单纯的人身
关系内容。
因此，各国法均确认，某些仅代表人身权利或者仅代表行政权利的证书不属于有价证券，例如，结婚
证书、亲权证书，我国过去禁止有价转让的布票、粮票等。
2.证券上权利具有独立性。
大陆法系的民商法认为，有价证券不同于其他民事财产权利证书，它的基本特征在于证券上权利与证
券持有人的身份无关，而仅与有价证券的占有有关，即证券上权利与有价证券不可分，因此，凡持有
有价证券者或提示有价证券者即可依法被推定为证券上权利的享有人。
这在无记名证券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在许多国家的债券发行实践中，债券上往往须依法载明本券和息票持有者的推定权利，法律所允许的
无记名票据较充分地贯彻了无因性原则。
因此，需要证明持有人身份方可行使权利的权利证书或者不依赖于权利证书亦可依证明程序行使权利
的权利财产不属于有价证券，例如某些国家法制实践中的银行存折。
3.具有可自由流转性。
有价证券是仅依交易行为人双方意志即可合法自由流转的权利证书，证券权利的移转具有法律所允许
的物权转让性质（即所谓的权利财产），因而其转让无须得到证券上义务人或第三人的同意，也不适
用合同法上的权利转让或主体变更规则。
因此仅可依合同法规则转让权利的合同文件以及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持有的出资证明也不属于有价证券
，由其所代表的财产权利的转让实际上受到法律规定的第三人意志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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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意义言之，我国证券法实践中定向募集公司的股权证书和不可转让的记账式国债证书，因法律限
制或禁止其流转，也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有价证券，它们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出资凭证和民法上的
借据并没有本质区别。
综上所述，有价证券概念或者权利证券化概念本身依存于法律制度，而不取决于对特定的民事财产权
利证书冠之以何种名称。
某种财产权利证书依一国法律可能具有有价证券性质，但依另一国法律则可能不具有有价证券性质。
应当说明的是，有价证券的可流转性表明了其本质特征；从法制实践来看，有价证券的有价性依存于
可流转性，而证券上权利的独立性则是有价证券可自由流转的必然结果。
在市场体制和交易制度不发达的条件下，有价证券只具有有限的意义，而通常所说的资产证券化，是
使资产权利在法律上可自由流转，从而提高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与流动性。
二、有价证券的分类在理论上，对于有价证券可以依不同的分类标准作不同的分类。
其中依据证券上权利人的记名方法，可将有价证券分为记名证券、不记名证券和指示证券；依据证券
上权利的法律性质，可将有价证券分为物权证券、债权证券和社员权证券；依据证券上权利的独立性
程度，可将有价证券分为完全的有价证券和不完全的有价证券，等等。
但是，对于理解有价证券的本质最有意义的，是依据有价证券的功能进行的分类，依此标准，可将有
价证券分为资本证券、货币证券和商品证券三类。
1.资本证券。
资本证券是指代表一定资本收益权和相关权利的有价证券，例如，股票、长期债券、投资基金证券等
。
资本证券本质上是一种长期投资工具，依法具有生息或增值的功能。
在证券法理论与实践中，通常仅将资本证券称为证券。
2.货币证券。
货币证券又称为“票据”，是指代表定额货币支付请求权的有价证券，例如，汇票、支票、本票。
货币证券本质上是一种短期信用工具，依法具有到期支付功能和提前贴现力，其流转多依据背书规则
。
在我国目前的法制条件下，票据主要被作为一种支付结算工具，票据市场规则尚未得到发展，票据相
关立法相对滞后于国际先进水平，票据的信用机制尚不健全，因此票据的转让被限制于狭小的范围内
，票据理论上的功能尚未得到充分展示与发挥。
3.商品证券。
商品证券是指代表特定货物或商品所有权的有价证券，例如，可流转的提单、仓单、期货合约等。
商品证券本质上是某种商品交易，特别是期货交易的工具，具有到期依法交割的功能，这是此类证券
得以流转的必要前提。
应当说明的是，不同国家的法律对于不同类型的有价证券流通往往采取了不同的政策。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商品证券的范围往往受到法律的限制。
基于有价证券交易的技术要求，记名证券与不记名证券的转让规则也不大相同。
不仅如此，权利证券化的过程实际上还与市场化条件有着内在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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