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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 票据法律制度

五、票据抗辩

1.对“物”的抗辩

【解释】票据上的“物的抗辩”，又称绝对的抗辩，是指票据所记载的债务人可以对任何持票人所主张的抗辩。（如

果票据本身有问题，全体票据当事人均可抗辩持票人）

（1）票据所记载的全部票据权利均不存在

①出票行为因为法定形式要件（如票据金额大小写不一致）的欠缺而无效。

②票据权利已经消灭（已付款）。

（2）票据上记载的特定债务人的债务不存在

①签章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票据行为无效，不承担票据责任。（对抗所有债务人）

②狭义无权代理情形下，本人不承担票据责任。

③票据伪造的被伪造人，不承担票据责任。

④票据被变造时，变造前在票据上签章的债务人，可以拒绝依照变造后的记载事项承担票据责任。（只承担变造前

的责任）

⑤对特定债务人的票据时效期间经过，其票据债务消灭。（但债权不消灭）

⑥对特定票据债务人的追索权，因为持票人未进行票据权利的保全而丧失。（未在“提示付款期”内提示付款丧失

对“出票人”“承兑人”以外前手的追索权）

2.票据抗辩中“人的抗辩”

【解释】票据上的“人的抗辩”，又称相对的抗辩，是指票据债务人仅可以对“特定的持票人”主张的抗辩事由。

（并不构成其他债务人的抗辩事由）

（1）可以抗辩

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

【举例】关羽向张飞购买一批货物，张飞发给关羽的货物有严重质量问题，当张飞向关羽行使追索权时，关羽可以

据此对抗张飞并拒绝付款，但如果是赵云直接向关羽行使追索权，关羽不得以对抗张飞的事由对抗赵云，除非赵云

“明知”关张二人的抗辩事由仍取得票据的。

（2）不得抗辩（抗辩切断制度）

①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之间的抗辩事由（如出票人与票据债务人存在合同纠纷、出票人存入票据债务人

的资金不够）对抗（善意）持票人。

②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除以下两种情形）对抗持票人。

Ⅰ持票人未给付对价而取得票据

因税收、继承、赠与可以依法无偿取得票据的，不受给付对价的限制。但是，所享有的票据权利不得优于其前手的

权利。

【举例】甲通过胁迫方式取得乙对甲的背书后死亡，甲的儿子 A 通过继承获得票据，A无对价取得票据，所以 A 的

权利不优于甲，甲无票据权利，故 A 也无票据权利。

Ⅱ明知出票人对持票人的前手存在抗辩事由而取得票据

如果持票人“明知”票据债务人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存在抗辩事由，而仍然受让票据权利的，票据债

权人可以用该事由对抗持票人。（恶意来“趟浑水”，出票人便可对抗持票人）

③凡是善意的、已付对价的正当持票人可以向任何票据债务人请求付款，不受其前手权利瑕疵和前手相互间抗辩的



影响。

【例-多选题】根据票据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选项中，票据债务人可以拒绝履行义务，行使票据抗辩权的有（ ）。

A.背书不连续

B.持票人向票据债务人交付的货物有严重的质量问题

C.票据金额的中文大写与数码记载的内容不一致

D.票据上没有记载付款地

【答案】ABC

【解析】

（1）选项 A：背书不连续属于票据上物的抗辩；

（2）选项 B：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持票人直接向票据债务人交付货物）

的持票人进行抗辩，属于票据上人的抗辩；

（3）选项 C：票据金额的中文大写与数码记载不一致，票据无效，属于票据上物的抗辩；

（4）选项 D：付款地属于相对记载事项，未记载付款地的，并不影响票据的效力，票据债务人不能进行抗辩。

六、票据丧失及补救

【解释】票据权利的补救措施包括：挂失止付、公示催告和提起诉讼。

1.挂失止付

（1）适用的票据种类：

①已承兑的商业汇票；

②支票；

③填明“现金”字样和代理付款人的银行汇票；

④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本票。

【提示】未填明“现金”字样和代理付款人的银行汇票以及未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本票丧失，不得挂失止付。

（2）效力

①挂失止付是一种临时性的措施（并非必经过程）。申请挂失止付的当事人，必须在申请挂失止付之前已经向法院

申请公示催告或者提起起诉，或者应当在通知挂失止付后的 3 日内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或者提起起诉；否则挂失止

付失去效力。

②如果自收到通知书之日起 12 日内还没有收到法院的止付通知书的，自第 13 日起，挂失止付通知书失效。

【解释】挂失止付并非公示催告的前置程序。失票人可以不申请挂失止付，而直接到法院申请公示催告。

2.公示催告

（1）基本概念

指法院根据失票人的申请，以公示的方式催告利害关系人在一定期限内向法院申报权利，到期无人申报权利的，法

院将根据申请人的申请作出除权判决的一种非诉讼程序。（“公示催告”是帮失票人找到票据，而非判决票据的归

属）

【提示】公示催告的流程：

（1）张某票据丢失，去票据付款地的基层法院提出书面的公示催告申请。

（2）法院先通知银行止付，3日内在全国性媒体上刊登公告，催告利害关系人来申报权利。

（3）刘某看到公告后，发现票据是自己的，于是与法院取得联系。

（4）法院帮张某找到票据后，终结公示催告。张刘二人对票据归属有争议的，另行起诉，与公示催告无关。

（5）催告期内（≥60 日）如无持票人申报，张某可向法院申请作出除权判决，张某可凭借该判决要求银行付款。

（2）适用的票据种类：

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丧失，持票人可以申请公示催告。

【解释】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汇票、银行本票和现金支票不得背书转让，不能申请公示催告。（申请挂失止付）

（3）具体程序

①失票人应当在通知挂失止付后的 3 日内，也可以在票据丧失后，依法向票据“支付地”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

告。

②人民法院决定受理公示催告申请，应当同时通知付款人或代理付款人停止支付，并自受理后的 3 日内发布公告，



催促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

③公示催告的期间，由人民法院根据情况决定，但不得少于 60 日。

④利害关系人在法院作出除权判决之前申报权利的，如果该票据就是申请人申请公示催告的票据，法院应裁定终结

公示催告程序，并通知申请人和付款人。

⑤公示催告期间届满，没有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的，公示催告申请人可以自申报权利期间届满的次日起 1 个月内申

请法院作出除权判决。

（4）除权判决撤销

利害关系人因为正当理由不能在除权判决之前向法院及时申报权利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判决公告之日起 1 年内，

可以向作出除权判决的法院起诉，请求撤销除权判决。

【例-单选题】甲所持有的一张支票遗失后，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在公告期间内，乙持一张支票到法院申报权利，

甲确认该支票就是其所遗失的支票，但是乙主张自己已经善意取得该支票上的权利。根据票据法律制度的规定，下

列表述中，正确的是（ ）。

A.法院经审查认为乙的主张成立的，应当裁定驳回甲的申请

B.法院经审查认为乙的主张成立的，应当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

C.法院经审查认为乙的主张成立的，应当判决乙胜诉

D.法院应当直接终结公示催告程序

【答案】D

【解析】根据规定，人民法院收到利害关系人的申报后，如果该票据就是申请人申请公示催告的票据，应当裁定终

结公示催告程序。

3.提起民事诉讼

三种与票据权利有关的民事诉讼：

（1）票据返还之诉（请求持票人返还）

（2）请求补发票据之诉（请求出票人补发）

（3）请求付款之诉（请求付款人付款）

七、汇票的具体制度

1.汇票概述

（1）根据出票人的不同，将汇票分为：银行汇票和商业汇票。

①银行汇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