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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票的承兑 1. 承兑是远期商业汇票独有的一种票据行为，银

行汇票和即期商业汇票无需承兑。 2. 承兑必须在票据的正面

完成，在其他部位进行的承兑无效。承兑的绝对应记载事项

是：承兑人签章、“承兑”或者类似的字样。 3. 承兑不得附

有条件，附条件的承兑视为拒绝承兑。 4. 承兑奉行自由的原

则，持票人是否提示承兑是自由的，付款人是否承兑也是自

由的。 5. 承兑后，承兑人成了付款人，应承担绝对无条件付

款的义务。 （四）汇票的保证 １ . 应特别注意：票据保证作

为一种票据行为，具有独立性与要式性的特征，票据保证必

须记载法定事项，并在法定部位完成。欠缺绝对应记载事项

的保证，以及在票据或者粘单以外进行的保证，都是无效的

。票据保证独立于被保证的行为而存在，被保证的行为即使

无效，保证行为只要自身要式具备，仍然有效。这一点与民

法中作为债的担保方式的保证不同。例如，甲为背书人乙进

行保证，背书人乙的行为由于一定的原因被认定为无效，甲

的保证行为只要绝对应记载事项齐全，依然有效，要对乙的

后手承担票据责任。甲的保证责任只有在票据本身因记载事

项欠缺而无效的情况下，才可免除。 ２ . 保证的绝对应记载

事项有三个：表明“保证”的字样，保证人的名称和住所，

保证人签章。这意味着票据保证必须采用明示的方式，隐存

的保证不产生票据保证的效力。 ３ . 被保证人的名称与保证

日期不是绝对应记载事项。被保证人名称未记载时，已承兑



的汇票视为为承兑人保证；未承兑的汇票以及无需承兑的汇

票视为为出票人保证；保证日期未记载时视出票日为保证日

。 ４ . 保证人可以是两人或者两人以上，保证人之间承担连

带责任。这种责任是法定的，即便保证人之间有按份保证的

约定，这种约定也只在当事人之间有效，对被保证人的后手

无效。 ５ . 保证不得附有条件，附有条件的，不影响对汇票

的保证责任。也即保证的效力不受影响。 （五）汇票的付款 

１ . 付款的提示。付款从持票人提示票据开始。提示有期限

的限制。在法定的提示期限内，持票人未提示付款的，在做

出说明后，承兑人或者付款人仍应继续对持票人承担付款责

任。 ２ . 付款人应当足额付款。票据法不允许付款人部分付

款，但如果持票人接受部分付款，必须将票据交还于付款人

，未支付部分的请求权只能放弃。 ３ . 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

人在支付票款时负有审查票据是否有效、背书是否连续、提

示付款人的有效证明的义务。未尽到义务付款的，构成重大

过失付款。重大过失付款、恶意付款，由付款人自行承担由

此产生的责任。 ４ . 远期票据未到付款期限的，票据法不主

张付款，付款人在到期日前付款的，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责

任。未到期付款的，付款人即使尽到了审查义务，也不能主

张善意付款。 （六） 汇票追索权 1. 追索权的行使以保全了追

索权为前提条件，如远期商业汇票的持票人未在法定期限内

提示承兑，持票人丧失对出票人以外的前手的追索权。 2. 追

索权只能对前手行使，包括前手背书人、出票人及前手背书

人与出票人的保证人。追索权不能对后手行使。 3. 追索权的

行使必须具备《票据法》第 61 条规定的原因。只要原因具备

，持票人不必等待票据到期即可行使追索权。 4. 票据追索可



以是跳跃性的、选择性的，不必按照票据债务人的先后顺序

进行。这是由票据上的签章人负连带责任的性质决定的。 5. 

票据追索的金额是法定的，《票据法》第 70 条、 71 条对此

作了规定。这里应注意，追索费用不能随意加大，只包括取

得有关拒绝证明和发出通知书的费用。 十、本票和支票 （一

）本票 本票在我国的票据实践中运用较少，注意以下几点就

足以应付考试： 1. 本票的出票。本票出票时必须记载六大事

项，与汇票、支票相比，欠缺“付款人名称”，因为本票没

有付款人，由出票人承担付款责任。 关于出票还需注意，本

票上可以记载出票地、付款地，未记载的，以出票人的营业

场所为出票地、付款地。我国票据法只认可银行本票，都是

即期的，因此本票上不存在记载付款日期的问题。 2. 本票的

提示见票。提示见票是本票特有的制度，提示见票有期限的

限制，持票人应自出票日的２个月内进行，未按照规定的期

限提示见票的，丧失对前手的追索权。 3. 本票出票后，出票

人必须承担绝对的、无条件的付款责任。如果拒不付款，持

票人可以凭票据请求法院签发支付令，也可以向前手进行追

索。 4. 本票的背书、保证、付款与追索权的行使，除法律有

特别规定的以外，准用汇票的规定。 （二）支票 1. 支票的出

票。支票出票时必须记载六大事项：表明“支票”的字样；

无条件支付的委托；确定的金额；付款人名称；出票日期；

出票人签章。出票地点、付款地点可以记载，未记载的，以

出票人的营业场所、住所、经常居住地为出票地点，以付款

人的营业场所为付款地点。关于支票的出票需注意三点： （

１）与汇票、本票相比，支票欠缺收款人名称。“收款人名

称”是我国票据法强调要记载的一个事项，在本票与汇票中



都是绝对应记载事项。在支票中，考虑到我国同城范围内结

算广为使用票据的习惯，又由于存在现金管理制度，致使很

多情况下，行为人不得不动用支票，而收款人又往往确定不

下来，为此，票据法将“收款人名称”设计成了授权填充事

项。《票据法》第 87 条第１款规定：“支票上未记载收款人

名称的，经出票人授权，可以补记。”这意味着，没有记载

“收款人名称”的支票是可以交付使用的，携带这样的支票

外出使用，如果丢失，可以采用法定的救济方式进行救济。 

（２）支票上的金额，虽然是法定绝对应记载事项，但实务

上经常出现在动用支票时具体支付金额难以准确确定的情况

，而金额又属于一经填写不得更改的事项，为此《票据法》

第 86 条规定：“支票上的金额可以由出票人授权补计，未补

计前的支票，不得使用。”这意味着空额支票可以携带出去

，但在金额未填充之前不得交付使用。如果持票人违法交付

使用，损失自负。空额支票携带出去，在交付之前丢失的，

可以采用法定的救济方式进行权利救济。 （３）支票出票人

的签章有特殊要求，必须是在银行预留印鉴的印章和预留签

名式样的签字。加盖其他印章的票据无效。 ２ . 支票都是即

期的，无需记载付款日期，另行记载付款日期的，该记载无

效。也就是说，持票人依然可以自出票日起 10 日内提示付款

。 ３ . 空头支票的认定。认定空头支票的标准是支票到银行

能否得到兑付，兑付不了的都是空头支票。至于出票时的情

况，不予考虑。 ４ . 同城范围内使用的支票，提示付款期限

为自出票日起的 10 天之内。对于超过提示付款期限的支票，

付款人可以不予付款，但出票人依然要承担票据责任。 ５ . 

我国票据法允许支票的异地使用，异地使用的支票，其提示



付款的期限由人民银行另作规定。 ６ . 我国票据法不承认远

期支票。 ７ . 支票的背书、付款和追索权的行使，除法律有

特别规定的以外，准用汇票的规定。支票没有保证行为，实

务上经常遇到在支票上银行以保证人的身份签章，保证支票

兑付的情况，这只能产生民事上保证的效力。 ( 完 )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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