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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的票据制度，恢复于改革开放初期的20世纪80年代。
产生时代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背景，决定了制度设计上的计划或者行政手段的烙印，即被设计为结算工
具，基本上没有其他功能，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与现代票据法原理有悖。
即使在《票据法》和《支付结算办法》施行后，有关实际操作制度也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目前，我国现行票据制度存在诸多问题。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法律、法规、规章、司法解释之间存在冲突或者不一致；二是现行票据制
度与票据法理论的冲突或者不一致；三是上述问题的存在导致社会现实生活中发生了许多相关问题，
如司法机关不能正确认定票据的出票人、付款人，引发各种纠纷，诱发违法或者犯罪行为，银行的实
际操作程序不合理。
这说明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发展票据理论，并应用于我国的社会实践。
　　研究和发展票据理论和制度，必须分析和研究票据和票据制度的发展历史和现状，总结票据和票
据制度的发展史观。
而国内的资料十分有限，特别是票据发展历史的说法，在有关的中文著作和书籍中，可以说是基本没
有考证或者引证。
利用在英国留学的方便条件，作者胡德胜阅读和分析了大量西方文献，发现国内学界在票据和票据制
度的发展历史上，存在不少错误的或者说片面的说法和观点，是以讹传讹之结果。
例如，为我国学者所支持或者主张的关于中世纪时期一张汇票伴随一张本票的观点，西方学术界一般
认为没有证明。
支票起源于13、14世纪的意大利和德国的说法，也非西方学术界的主流观点。
关于19世纪以前汇票的格式，国内著述中没有详细引证或者论述，并且没有注意到早期汇票的借贷功
能。
　　以票据和票据制度的发展史观为基础，阐述票据的基本原理，发展票据的有关理论，并进而提出
完善我国票据制度的建议，是撰写本书的目的和动机。
关于票据和票据制度的发展史观，作者认为：票据的产生是为了方便商事交易，减少风险；商人法之
票据制度在于通过规范票据的规则，来调整或者制约有关票据当事人的行为、权利和义务，以预防或
者减少纠纷，进而减少交易成本，增加或者确保行为的预见结果；封建主权国家的兴起，商事交易的
发展，各国根据本国情况建立了相应但不同的票据制度，尽管大都源于商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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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票据制度研究》作者结合票据实务和票据理论对我国的票据制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体现
了作者独到的见解。
开篇，作者主要介绍了票据法基础理论；接着，作者对我国票据制度的历史进行了梳理；最后，作者
引用了大量实例对票据法与相关法规规章之间存在的冲突和不一致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自己对票据法的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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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德胜，河南汲县人，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国际法专业，英国邓迪大学法律会计学院
法学博士，郑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经济师。
主要研究领域有国际法和比较法、金融票据法、公司及投资法，善于从经济和法的融合角度研究问题
。
曾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银行汇票制度及相关问题的完善研究》等，另有专著、合著、论文若
干。
　　李文良，河南延津人，法律本科，河南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会计师。
以金融票据法、公司及投资法为主要研究方向。
曾参加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银行汇票制度及相关问题的完善研究》，发表法学文章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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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制度的发展观第二章　票据法的基本原理第一节　票据和票据法第二节　票据当事人和票据法上的
关系第三节　票据的基础关系第四节　票据法的基本原理第五节　票据行为第六节　票据权利第七节
　票据的伪造.变造.更改和涂销第八节　票据抗辩第九节　空白票据第十节　票据的丧失和救济第三
章　汇票.本票和支票第一节　汇票第二节　变式汇票的理论和立法实践第三节　本票第四节　支票第
二编　中国票据制度介绍编第四章　《票据法》施行前的票据制度第一节　《票据法》施行前的票据
制度沿革第二节　《票据法》施行前的银行汇票制度第三节　《票据法》施行前的商业汇票制度第四
节　《票据法》施行前的银行本票制度第五节　《票据法》施行前的支票制度第六节　《票据法》施
行前的失票救济制度第五章　中国现行票据制度导论第一节　中国现行票据制度体系的形成第二节　
《支付结算办法》下的银行汇票制度第三节　《支付结算办法》下的商业汇票制度第四节　《支付结
算办法》下的银行本票制度第五节　《支付结算办法》下的支票制度第六节　失票救济制度第三编　
中国票据制度问题分析编第六章　中国票据制度——共性问题的理论和法律分析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现行票据制度与票据法理论的不一致第三节　《票据法》和《支付结算办法》中存在的问题第四节
　法律.司法解释及人民银行规章　之间的矛盾第七章　中国票据制度——共性问题的案例分析第一节
　普通诉讼程序案例第二节　普通诉讼程序案例的实证分析第八章　银行汇票制度问题分析第一节　
不同法律文件之间的冲突或者不一致第二节　《票据法》和《支付结算办法》中存在的问题第三节　
现行银行汇票制度与票据法理论的不一致第四节　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第九章　商业汇票.本票.支票制
度问题分析第一节　法律规定中存在的问题第二节　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第十章　失票救济制度问
题分析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挂失止付第三节　公示催告程序第四编　关于完善我国票据制度的若干
建议第十一章　完善我国票据制度的建议第一节　关于《票据法》的修改建议第二节　关于票据法规.
规章的修改第三节　关于票据诉讼制度的完善第四节　有关票据司法解释的完善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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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章　《票据法》施行前的票据制度　　第一节　《票据法》施行前的票据制度沿革　　一
、1949－1980年间我国的票据制度　　（一）解放初期的票据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49
年10月1日成立后，废除了中华民国政府制定的包括票据法律在内的所有法律。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此后一个相当短暂的时期内，实际社会生活中还存在因前政府统治影响而沿革下
来的各种票据。
然而，这些票据的使用只是完全按照已经废止的原有法律规则而进行的惯性运作，没有新政府制定的
任何法律作为根据。
　　1950年4月，政务院颁布了《关于实行国家机关现金管理的决定》。
它规定：凡一切公营企业、机关、部队及合作社等单位的所有现金及票据，除准予保留规定限额外，
必须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存款办法存入当地的人民银行或其委托机构；各存款单位间的经济往来，使用
转账支票；支票分为来人支票、记名支票、普通划线支票、特别划线支票和保付支票五种。
当时，支票和本票能够流通转让。
②同年8月，全国金融业联系会议在北京举行。
会议决定：行庄不得发行本票，禁止发行迟期支票③，支票时效期为一年。
④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用行政方法管理票据的开始。
　　此后，随着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国家逐步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
制。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几乎控制了全部国家经济，生产、消费资料的分配基本上按
照国家计划进行调拨，这些经济活动是有计划的、集权的和单一的，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商品经济或
者商品流通，这决定了结算的计划性、集中性和单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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