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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票据权利 （一）票据权利与票据法上的权利 票据权利只

有两项，即付款请求权与追索权。而票据法上的权利包括票

据权利和票据法上的民事权利。如我国《票据法》在第 18 条

规定的利益返还请求权。 （二）票据权利的特征 1. 票据权利

是两次请求权，行使上存在顺序。持票人必须首先行使付款

请求权，既不行使付款请求权，又不是行使不能的情况，不

得行使追索权。 2. 票据追索权与民法上的追偿权有所不同，

持票人可以不按照票据债务人的先后顺序对任何前手进行追

索。持票人的追索权实现后，该权利并未消灭，而是移转到

了清偿的人手中。清偿的人作为持票人可以凭票据对其前手

进行再追索。 3. 票据权利的转让不需要通知票据债务人，转

让的结果对票据债务人是有效的。 （三）票据权利取得的原

则 票据权利的取得有两个原则。其一是对价原则，这是主要

的；其二是善意原则。《票据法》第 10 条第 2 款规定，票据

权利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这就意味着凡是没有给付对价或

者以不相当的代价取得票据的人不享有票据权利。对价的法

定例外情况有三种，分别是税收、继承与赠与。在这三种例

外情况下，持票人所享有的票据权利不得优于其前手。对于

善意原则应适当了解，起码应知道恶意持票人和重大过失的

持票人，不享有票据权利。 （四）票据权利的行使 1. 票据权

利的行使对象。汇票付款请求权的行使对象是：即期汇票为

付款人，远期汇票为承兑人；追索权的行使对象为持票人的



前手，包括出票人在内。本票付款请求权的行使对象为出票

人，追索权的行使对象为持票人的前手，自然不包括出票人

。支票付款请求权的行使对象为付款人，追索权的行使对象

为持票人的前手，包括出票人在内。 2. 票据权利的行使过程

。票据权利的行使从持票人提示票据开始，其中持有远期的

商业汇票需要先进行提示承兑，提示承兑应注意须在法定的

期间内进行，具体的期间本身不重要，但应知道若不在法定

的期间内提示承兑，其法律后果是导致持票人对前手追索权

的丧失。 持票人行使付款请求权需要提示付款，提示付款同

样有期限的规定。除支票的提示付款期间为出票日起 10 日内

，汇票、本票的提示付款期间本身不重要，但应注意持票人

不在法定期间内提示付款的法律后果在三种票据之间的差异

，即本票的持票人会因此而丧失对前手的追索权，汇票与支

票并不因此而丧失对前手的追索权。 （五）票据权利的保全 

重点是追索权的保全，有三点相关规定：（１）汇票必须在

法定期间内提示承兑（提示承兑的期间为：见票后定期付款

的汇票为出票日起１个月，定日付款和出票后定期付款的汇

票为票据到期日之前）以保全追索权；（２）本票应在出票

日期的两个月内提示见票，以保全追索权；（３）付款请求

权不能实现时，应在初次追索权的时效期间内取得拒绝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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