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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8D_95_c32_510725.htm 随着金融体制改革和银行结算

制度改革的深化，我国在八十年代末期建立起了以汇票、本

票、支票和信用卡“三票一卡”为主体的新的结算制度，允

许票据在经济主体之间使用和流通。尤其是我国在九十年代

初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票据得到了普遍的推

广和广泛的运用。 票据行为具有四个特征：（1）要式性。

即票据行为必须依照票据法的规定在票据上载明法定事项并

交付。（2）无因性。指票据行为不因票据的基础关系无效或

有瑕疵而受影响。（3）文义性。指票据行为的内容完全依据

票据上记载的文义而定，即使其与实质关系的内容不一致，

仍按票据上的记载而产生效力。（4）独立性。指票据上的各

个票据行为各自独立发生效力，不因其他票据行为的无效或

有瑕疵而受影响。票据是指出票人约定自己或委托付款人在

见票时或指定的日期向收款人或持票人无条件支付一定金额

并可流通转让的有价证券，包括汇票、本票和支票。 １、汇

票。 汇票是出票人签发的，委托付款人在见票时或者在指定

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按

照出票人的不同，汇票分为银行汇票和商业汇票。由银行签

发的汇票为银行汇票，由银行以外的企业、单位等签发的汇

票为商业汇票。 （１）银行汇票。银行汇票是银行应汇款人

的请求，在汇款人按规定履行手续并交足保证金后，签发给

汇款人由其交付收款人的一种汇票。银行汇票的基本当事人

只有两个，即出票银行和收款人，银行既是出票人，又是付



款人。银行汇票是由企业单位或个人将款项交存银行，由银

行签发给其持往异地办理转账结算或支取现金的票据。银行

汇票具有票随人到、方便灵活、兑付性强的特点，因此银行

汇票深受广大企事业单位、个体经济户和个人的欢迎，其使

用范围广泛，使用量大，对方便异地采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银行汇票已成为使用最广泛的支付工具之一 银行汇票是以

纸张汇票形式发出的。汇票解付后，出票行与代理付款行之

间的资金清算是通过各商业银行行内电子汇兑系统处理的。

为扩大票据的使用，增强中小金融机构的结算功能，畅通汇

路，中国人民银行于 2000年发布了《支付结算业务代理办法

》，规定部分因分支机构少，兑付汇票难的中小金融机构，

可以实行代理制。主要有两种做法：一是采用签发本行银行

汇票并委托他行代理兑付；二是采取由他行代理签发银行汇

票方式。从1989年起，人民银行为增加中小金融机构结算功

能，对交通银行等股份制商业银行向未设机构的地区签发跨

系统银行汇票，实行由人民银行代理兑付制度。自2000年人

民银行推行支付结算业务代理制以来，原由人民银行代理兑

付跨系统银行汇票的股份制商业银行陆续与国有商业银行建

立了代理关系，签订了代理兑付银行汇票业务的协议。鉴此

，人民银行于2004年发布《关于中国人民银行停止代理商业

银行兑付跨系统银行汇票的通知》，明确从2004年4月1日起

，人民银行停止办理股份制商业银行签发的跨系统银行汇票

的代理兑付业务。汇票的代理兑付业务，由商业银行按照《

支付结算业务代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相互代理。 （２）商业

汇票。商业汇票是企事业单位等签发的，委托付款人在付款

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金额给收款人或持票人的一种汇票。商



业汇票一般有三个当事人，即出票人、付款人和收款人。按

照承兑人的不同，商业汇票分为商业承兑汇票和银行承兑汇

票。由银行承兑的汇票为银行承兑汇票，由银行以外的企事

业单位等承兑的汇票为商业承兑汇票。商业汇票是适用于企

业单位先发货后付款或双方约定延期付款的商品交易。这种

汇票经过购货单位或银行承诺付款，承兑人负有到期无条件

支付票款的责任，对付款人具有较强的约束力。购销双方根

据需要可以商定不超过6个月的付款期限。购货单位在资金暂

时不足的情况下，可以凭承兑的汇票购买商品。销货单位急

需资金时，可持承兑的汇票向银行申请贴现。销货单位也可

以在汇票背面背书后转让给第三者，以支付货款。 自1995年

首先在煤炭、冶金、电力、化工、铁道等五个行业推广使用

商业汇票以来，商业汇票的使用量逐年增长。票据使用量的

扩大，流通功能和信用功能的加强，对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票

据市场和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奠定了基础。目前流通中的

商业汇票大多是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使用较少。 ２

、本票。 本票是出票人签发的，承诺自己在见票时无条件支

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银行本票是申请

人将款项交存银行，由银行签发给其凭以办理同一票据交换

区域内转账或支取现金的票据。本票的基本当事人有两个，

即出票人和收款人。目前，在我国流通并使用的本票只有银

行本票一种。银行本票是1988年中国人民银行全面改革银行

支付结算制度后推出的一种新的支付结算工具。目前在一些

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和小商品市场比较发达的地区使用比较

多。 ３、支票。 支票是出票人签发的，委托办理支票存款业

务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在见票时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



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支票的基本当事人有三个：出

票人、付款人和收款人。支票是在中国最普遍使用的非现金

支付工具，用于支取现金和转账。在同一城市范围内的商品

交易、劳务供应、清偿债务等款项支付，均可以使用支票。 

支票通过同城票据交换提交签发人开户银行审核后付款。持

票人委托开户银行收款时，开户行将所有委托收款的支票通

过同城票据交换所提交给出票人开户行。如果在规定的退票

时间（隔场交换）内没有退票，收款人开户行即将款项转入

到收款人账户内。在中国的各城市均建立了票据交换所，目

前约有20个经济发达的城市建立了票据清分机处理系统。北

京和天津、上海和南京、广州和深圳等地还打破行政区划，

建立了区域性票据交换中心。 为加强支票的风险管理，人民

银行规定：对出票人签发空头支票、签章与预留银行签章不

符的支票，银行应予以退票，并按票面金额处以百分之五但

不低于1千元的罚款；持票人有权要求出票人赔偿支票金

额2%的赔偿金。对屡次签发的，银行应停止其签发支票。 从

未来发展趋势来看，尽管包括电子支付在内的各种新的支付

工具不断出现和被广泛使用，但支票的使用量仍将保持在较

高水平。特别是个人支票的推广使用，将会改变支票的结构

，成为支票中富有生命力的品种。 个人支票具有现金和银行

卡结算方式无法比拟的优势，个人支票有利于商业银行开拓

个人金融业务，减少现金流通，提高社会信用。人民银行一

直重视个人支票的推广工作，目前，在广州、武汉等城市已

经有一定量的个人支票在使用。随着个人征信系统的建立和

完善，个人支票业务发展前景广阔。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良

好的经济金融形式，我国票据市场也呈现出迅猛的发展态势



。2003年企业累计签发商业汇票2.77万亿元，同比增加1.16万

亿元，增长 72.2%；累计票据贴现和再贴现4.44万亿元，同比

增加2.12万亿元，增长91%。2003年12月末，已签发的未到期

的商业汇票余额为1.28万亿元，同比增加0.54万亿元，增

长73.5%；票据贴现和再贴现余额8934亿元，同比增加3669亿

元，增长69.7%。2004年一季度，企业累计签发商业汇

票7366.1亿元，同比增长47.8%；累计票据贴现和再贴现1.02万

亿元，同比增长20.2%。3月末，已签发的未到期商业汇票余

额为1.3万亿元，同比增长57.2%；票据贴现和再贴现余额9727

亿元，同比增长50.1%。 目前，我国票据业务发展呈现出以下

特点：一是票据业务持续发展，市场规模迅速扩大；二是票

据本身的融资功能被逐步发现，票据融资已成为中小企业重

要的短期直接融资渠道，有助于以市场方式缓解中小企业融

资难问题；三是票据业务在各金融机构之间发展不平衡，中

小金融机构及股份制商业银行占有的市场份额较大；四是票

据业务集约化经营进一步加强，跨地区交易明显增加，转贴

现的异地交易趋势使各地的转贴现利率趋于一致，基本维持

在略高于同业拆借市场利率的水平，并随同业拆借市场利率

同向波动。 发展票据市场应与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改善金融

服务、促进商业银行转变经营方式、健全社会信用制度和完

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需要相适应，在发展中规范，以规范

促发展。把发展具有贸易背景的票据市场作为加强货币市场

建设的重要政策措施，加快票据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票

据交易效率。同时，要进一步完善票据法规制度，整顿票据

交易秩序，切实防范票据业务风险，查处票据违规行为。要

实行通报制度、退出交易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以扶优限劣



，保障票据市场规范、健康、可持续发展。百考试题收集整

理"#F8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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