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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之初, 由于空白票据与票据的文义性、要式性等基本法律

特征相违背，各国票据法都不承认空白票据，它是随着经济

发展和信用制度的发达而产生的。目前我国票据法只承认空

白支票，不承认空白汇票和本票，而且对空白支票的法律规

定十分简单。空白票据的构成要件、空白票据的法律效力空

白票据权利的行使和限制等关于空白票据的规定需要我国票

据立法的进一步完善，促进并保障票据的流通，发挥其积极

作用。本文从空白票据的概念、构成要件、法律效力并结合

国外票据立法相关规定对我国票据法的完善提出粗浅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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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票据概念 所谓空白票据，又称空白授权票据，是指票

据行为人仅在票据上预先签名，而将票据上其他应记载事项

，全部或一部分授权他人完成的票据。 《日本票据法》称之

为“白地手形”，英美法将这种票据称为未完成票据

（incomplete instrument）。空白票据的范围，从票据种类的

角度讲，包括空白汇票、空白本票、空白支票。我国票据法

只允许空白支票，不允许空白汇票、空白本票。 二、空白票

据构成要件 空白票据的构成，一般认为应当具备以下要件：

1、出票人签发 所谓出票人签发，是指出票人在票据上签名

，并授权他人补充空白票据。空白票据的签发与一般票据签

发相同，都是由出票人签发，且都应当依据票据法规定记载

各种应当记载事项。但是对于出票人的授权意思表示应否在



票据上表示，各国票据法都没有明确规定，有的学者主张应

当记载该授权旨意，从而减少因补充记载而造成的当事人之

间的争执，将空白票据与欠缺应记载事项的不完全票据相区

别。 2、票据上应记载事项必须有欠缺 至于全部欠缺还是一

部分欠缺，对于空白票据的构成没有影响。实践中，通常欠

缺的事项是票据金额、出票日或到期日。 3、给予原因关系

上之理由 出票人签发票据时，之所以欠缺记载事项主要是基

于原因关系方面的理由。 4、授权补充记载 也就是说出票人

必须对他人授予空白补充权。所谓补充权，是指补充票据上

欠缺的事项使之成为完全票据的权利。关于补充权的授予方

式，可以是记载在票据上，也可以另行发给补充授权书。但

空白票据在转让时，补充授权书应随之一并转让。 5、必须

交付票据 这是票据行为的一般构成要件。行使票据权利以持

有票据为前提，所以，空白票据做成后必须经过交付，交付

是一个必备要件，没有经过交付，不会产生票据效力。 三、

空白票据法律效力 从票据法理论上讲，空白票据的效力一般

可以归纳为以下内容： 1、空白票据在补充权行使前的法律

效力。空白票据签发以后，在补充权行使前未完成票据，不

发生票据法上的效力，持票人不得据此票据行使票据上的权

利。各国票据法及国际票据公约通常规定：空白票据在必要

记载事项填充完毕之前，持票人不得持空白票据行使票据上

的权利。依《英国票据法》规定，空白票据的持有人享有表

面上的补充权。 2、空白票据补充后的法律效力 空白票据在

补充权行使后成为完全票据，具有与自始完全的票据同样的

法律效力，可以行使票据权利。而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该票据

原来没有记载完全为理由对抗持票人，也不得以补充的事项



不符合原订协议要求而对抗持票人。 3、空白票据在滥用补

充权后的法律效力 持票人在取得票据时如有恶意或重大过失

，即明知或可得知补充权人滥用权利对空白票据作补充时，

得遭到票据债务人的抗辩。 四、国外票据法关于空白票据的

规定 1、日内瓦统一法的规定。《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

第十条规定：“汇票于出票时欠缺应记载事项，经补充记载

完成，而其补充不符合原订协议时，付款人不得以此对抗执

票人。但执票人恶意或重大过失取得汇票者，不在此限。”

该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关于空白汇票的规定适用于本

票。 《日内瓦统一支票法》第十三条规定：“支票于出票时

欠缺应记载事项，经补充记载完成，而其补充不符合原订协

议时，付款人不得以其未遵守协议之事由对抗执票人，但执

票人以恶意或重大过失取得支票者，不在此限。”在这些规

定中，明确指出滥用补充权补充票据时，付款人不得以此为

由抵抗善意持票人，但取得票据时由恶意或重大过失的，不

受此抗辩限制制度的保护。 2、日本法的规定。《日本票据

法》第十条：于未完成而已开立的汇票上，补充与预先协议

不同的内容时，不得以其违反协议对抗持票人。但持票人因

恶意或重大过失取得汇票者，不在此限。 《日本支票法》第

十三条：于未完成的支票上，补充与预先协议不同的内容时

，不得以其违反协议对抗持票人。但持票人因恶意或重大过

失取得支票者，不在此限。 3、《美国统一商法典》的规定

。该法典第３－１１５条规定：（1）如果一份书面凭据从签

名时的内容看具有作成票据的意图，但签名时因缺少某种必

要内容而不完整，则该书面凭据在添补完整前不能强制执行

。根据授权对其添补完整后，该书面凭据依照完整后的条款



生效。（2）如果对书面凭据的添补行为未经授权，应适用有

关重大涂改的规定（第３?４０７条），即使该书面凭据并非

由制票人或出票人交付；但证明添补行为未经授权的举证责

任，由提出主张的一方承担。 4、《英国票据法》的规定。

《英国票据法》第二十条规定：（1）凡经印明印花税票并经

签名的空白格式，为使其得以作成汇票而经由签名人交付者

，由于利用该出票人或承兑人或背书人的签名，该空白格式

得视为表明授权而予以填写使之成为完整的汇票，其金额则

以所贴印花税额决定之；于同样方式下，汇票欠缺其他实质

事项者，汇票占有人享有表明授权，得填入其认为适当而被

省略的事项；（2）由于任何此类票据完成时，得具有强制性

，以对抗票据完成前的任何关系人，因此必须在合理期间内

，严格遵照所赋予的权限，予以填写完成。为此目的所谓的

合理期间，则属事实问题。但任何此类票据经完成后，若流

通至票据善意持有人时，该票据在其持有时应全然有效，并

得以推定该项票据是于合理期间内，严格遵照所赋权限填成

的。 5、《台湾票据法》的规定。《台湾票据法》第十一条

第二项规定：“执票人善意取得已具备本法规定应记载事项

之票据，得依票据文意行使权利；票据债务人不得以票据原

系欠缺记载事项为理由，对于执票人，主张票据无效”。 六

、我国票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及立法完善 1、我国票据法仅仅

规定了空白支票，未规定空白汇票、空白本票。我国《票据

法》第八十六条规定：“支票上的金额可以由出票人授权补

记，未补记前的支票，不得使用。”《支付结算办法》第一

百一十九条规定：“支票的金额、收款人名称，可以由出票

人授权补记。未补记前不得背书转让和提示付款。” 这是我



国票据法律、法规关于空白票据的具体规定，《支付结算办

法》将“不得使用”细化为“不得转让和提示付款”。不难

看出，我国《票据法》只规定了空白支票，那么在我国仅仅

允许签发空白支票，不允许签发空白汇票和空白本票，只承

认空白支票。因此实务中常见的空白票据仅限于空白支票。

而其他国家的票据法则承认空白汇票和空白本票的效力。如

《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第十条、《英国票据法》第二十

条等。我国票据法的规定追求票据运作的安全性胜于对方便

性追求，随着我国信用的普遍提高及信用体系的等体制的建

立，我国票据法应当增加关于空白汇票、空白本票的规定。 

同时，即便是空白支票，也仅仅限于“金额”、“收款人名

称”上的空白。也就是说，我国票据法规定的空白支票包括

两种：一是预留票据金额的空白支票；二是预留收款人名称

的空白支票。另外，也有学者认为该“收款人名称”的授权

补记，严格说来不属于空白票据问题。 我国《票据法》第八

十七条第规定：“支票上未记载收款人名称的，经出票人授

权，可以补记。”因为该法第八十五条要求的支票绝对应当

记载事项中，不包括“收款人名称”，换句话说，即使不补

记，也不影响支票的效力。而国外票据法承认预留票据金额

的空白票据、预留收款人名称的空白票据、预留出票日期的

空白票据、预留到期日的空白票据。 2、关于补充权如何认

定及行使的问题，我国票据法没有相关规定。理论上由三种

观点：一是主观说，认为是否授予补充权以及补充权范围的

认定，应以签掌者（即出票人）的意思表示为标准，或以有

无授予空白补充权的协议为标准。二是客观说，认为票据预

留空白本身，具有授权的外观，是一种漠视的授权，依票据



空白本身即可认定其具有授权，不须另有明确授权。三是折

衷说，认为确定补充权的授予，说以签章者的意思表示为标

准，还是以票据的空白外观为标准，应视时间情况而定。但

从目前各国司法判例来看，多采用客观说。 3、对于空白支

票在补充权行使后的法律效力尤其是滥用填充权的空白支票

的效力，我国票据法没有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

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八条规定：“对票据未

记载事项或者未完全记载事项作补充记载，补充事项超出授

权范围的，出票人对补充后的票据应当承担票据责任。给他

人造成损失的，出票人还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可以

认为是对空白票据补充权行使后的法律效力的规定。 我国票

据法第八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

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五条规定：“空白授权票据的持票人

行使票据权利时未对票据必须记载事项补充完全，因付款人

或者代理付款人拒绝接收该票据而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

予支持。” 可以看作是对空白支票在补充权行使前的法律效

力规定。 4、我国票据法没有规定空白支票丧失后的补救方

法。一般来讲票据丧失后，可以采用公示催告和诉讼的手段

进行救济，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还规定可以采用挂失止付的

救济手段。但作为空白票据来讲，处于效力待定状态，丧失

后是否可以适用这三种救济手段呢？目前学界争议较多，统

一的认识是空白票据丧失后可以挂失止付但不能诉讼，至于

是否可以公示催告则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 各国法律对丧失

票据的救济方法有三种：（1）英国票据法规定，失票人得提

供担保，向发票人请求交付新票。（2）法国商法规定，失票

人得提供担保，请求法院为命令交付之裁判。（3）德、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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