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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子商业承兑汇虽作为交易方式愈加日常化，但点票系统的不统一与不完备直接导致了持票人权利救济

路径的模糊与杂乱。从持票人权利保障角度出发，依权利主张次序：付款请求权(权利一)系绝对的第一

顺位权利，若提示付款后获付款或承兑，则持票人权利实现，票据权利及基础权利均消灭。若提示付款

被拒付，则持票人可选择行使追索权(权利二)或主张基础债权(权利三)。当票据权利(权利一、二)因时效

或记载事项缺乏而消灭时，可主张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权利四)。其中权利二与权利三，为竞合请求权，

一方实现另一方同时消灭。权利四作为以上权利的“补救”权利，保证持票人与出票人、承兑人之间的

利益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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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electronic commercial acceptance foreign exchange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daily as 
a method of transaction, the incomprehency and incompleteness of the counting system direc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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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s to the ambiguity and disorder of the path of relief for the holder’s righ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holder,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claims: the right to request 
payment (Right I) is an absolute first-order right. If payment or acceptance is made after payment 
is prompted, the holder’s rights will be realized, and the right and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bill will 
be eliminated. If the payment is denied, the holder can choose to exercise the right of recourse 
(Right II) or claim the underlying claim (Right III). When the right of the bill (rights I and II) is ex-
tinguished due to a statute of limitations or lack of recorded matters, the right to claim the return 
of the interests of the instrument (Right IV) can be claimed. Among them, Right II and Right III are 
competing claims, and one party realizes the elimination of the other at the same time. Right IV is a 
“reescue” right to the above rights to ensure a balance of interests between the holder and the issuer 
and the accep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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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相关纠纷数量的逐年增加，诸如“恒大系”、“宝塔系”等系列票据

纠纷案件频频出现。尤其在房地产建工领域，受房地产行业整体影响，与电票相关的纠纷数量增加尤为

明显。加之当前电票系统的不统一与不完备，持票人权利无从得到保障。有鉴于此，本文在实际承办案

件的实务经验基础上，从持票人取得票据、提示付款、追索等全流程进行分析梳理，抓住不同阶段持票

人权利救济之痛处，架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全流程中持票人的权利救济路径。 

2. 电子商业承兑汇票及票据行为 

电子商业承兑汇票隶属于电子商业汇票，与传统纸质汇票均属三大票据之一的汇票(参加图 1)。 
根据《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9]第 2 号)：电子商业汇票是指出票人依托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以数据电文形式制作的，委托付款人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金额给收款人或者

持票人的票据。其中: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是指由银行业金融机构、财务公司等金融机构承兑的电子商业汇

票；电子商业承兑汇票则是指由金融机构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承兑的电子商业汇票。 
 

 
Figure 1. Brief diagram of the bill system 
图 1. 汇票体系简图 

 
就票据行为而言，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中主要的票据行为包括出票、承兑、背书转让等。具体而言： 
1. 出票 
出票是指出票人签发电子商业汇票并交付至收款人的票据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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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承兑 
承兑是指付款人承诺在票据到期日支付电子商业汇票金额的票据行为。 
3. 转让背书 
转让背书是指持票人将电子商业汇票权利依法转让给他人的票据行为。 
4. 提示付款 
是指持票人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承兑人请求付款的行为。 
5. 追索 
追索是指持票人享有的当票据到期不获付款、到期前不获承兑或有其他法定原因时，能够向其前手

或其他票据债务人行使的票据行为，通常表现为能够请求前手或其他票据债务人偿还票据金额、利息和

有关费用的票据权利——即持票人的票据追索权。 

3. 持票人的权利救济及顺位 

(一) 票据权利及票据法上的民事权利 
票据关系因基础法律关系而生，又因票据的无因性而致成立后独立于基础法律关系而存在[1]。故此，

在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的情景中，持票人天然地具有两重身份，既是基础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又是票据链条

中的持票人、既享有基础法律关系中的权利又享有票据权利(参见图 2)。两类权利各自有哪些内涵，在电

子商业承兑汇票情景下又如何衔接协调，实属架构持票人权利救济路径之必要厘清前瞻。 
 

 
Figure 2. Possible negotiable rights of the holder and civil rights in the law of the bill 
图 2. 持票人可能的票据权利及票据法上的民事权利 

 
1. 票据权利及其顺位 
(1) 第一顺位票据权利：付款请求权 
票据付款请求权是指持票人在票据记载的到期日后、法律规定的付款期限内向票据的债务人或者其

他付款义务人要求支付相应票据金额的权利，系票据持票人的第一顺序权利。 
行使票据付款请求权的权利人是持票人，可能是票据记载的收款人、也可能是最后的被背书人，还

可能是汇票付款后的参加付款人，简言之合法持有票据的汇票人均因持有票据而享有向承兑人主张付款

的权利。 

(2) 第二顺位票据权利：追索权 
追索权是指持票人享有的当票据到期不获付款、期前不获承兑或有其他法定原因时，能够请求前手

或其他票据债务人偿还票据金额、利息和有关费用的票据权利。持票人行使追索权，可以不按照汇票债

务人的先后顺序，对其中任何一人、数人或者全体主张，各票据债务人对票据债务均负有连带清偿责任。 
在权利定位上，追索权与付款请求权同属票据权利，系为弥补付款请求权之不足而设，是对持票人

付款请求权的一种补充。持票人必须首先向付款人行使付款请求权，付款人拒绝付款或拒绝承兑而致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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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请求权无以实现时，持票人才得依法行使追索权。简言之，持票人未行使付款请求权，原则上不得

径行行使追索权。但发生诸如汇票到期日前汇票被拒绝承兑；承兑人或者付款人死亡、逃匿；承兑人或

付款人被依法宣告破产或因违法被责令终止业务活动；超过提示付款期限后票据持有人背书转让的，被

背书人以背书人为被告行使追索权而提起诉讼等特定情形下，持票人可打破权利顺位而直接行使追索权。 
广义上的票据追索权包括追索权以及因履行票据义务而取得的再追索权。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权利

的取得与权利行使期限不同[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以下简称《票据法》)及《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票据若干规定》)，追索权与再追索权的行使除需满

足特定条件外，还需在法定期限内行使，具体而言： 
第一，追索权的行使要件 
依据《票据法》相关规定，追索权行使的要件包括形式要件及实质要件。实质要件上，追索权的行

使应当满足被拒付或者存在法定的无法兑付情形。依据我国《票据法》第六十一条，追索原因包括拒付

追索和非拒付追索两种情形：因汇票到期被拒绝付款，即拒付追索，票据法第六十一条规定的“拒绝付

款”，不仅包括付款人明确表示“拒绝付款”的情形，还包括付款人客观上无力履行付款义务而无法付

款的情形。汇票到期日前被拒绝承兑的，若承兑人或者付款人于汇票到期日前死亡或逃匿、被依法宣告

破产、因违法被责令终止业务活动的，即便未被拒付亦可行使追索权，即非拒付追索。 
形式要件上：① 按规定期限提示承兑和提示付款，即按期保全追索权。前述规定期限为汇票到期日

后的提示付款期限，即在提示付款期限内提示付款的，可向所有前手行使追索权；若在提示付款期限届

满之后(且未在期内提示付款的)提示付款被拒，则仅得向出票人、承兑人追索 1。② 按规定取得拒绝证

明、退票理由书或其他合法证明，即作成保全追索权的证明。包括承兑人或付款人出具的拒绝证明或退

票理由书、人民法院出具的宣告承兑人、付款人失踪或者死亡的证明、法律文书等 2。 
第二，追索权的行使期限 
票据权利的行使存在时效限制，针对不同的情形确定了不同追索时效(详见表 1)。 

 
Table 1. Period of exercise of the right of retal 
表 1. 追索权行使期限 

权利类型 权利人 被追索对象 行使期限 

追索权 

持票人 

出票人、承兑人 票据到期日前 2 年 

其他前手 被拒绝承兑或拒绝付款之日起 6 个月 

再追索权 
出票人、承兑人 票据到期日起 2 年 

其他前手 清偿或被提起诉讼之日起 3 个月 
 

(3) 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 
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是持票人依照票据法享有的，当票据权利因时效或者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消

灭时，能够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与其未获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的权利。该种权利作为一种

 

 

1《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 66 条：持票人在持票人在票据到期日前被拒付的，不得拒付追索。持票人在提示付款期内被拒

付的，可向所有前手拒付追索。持票人超过提示付款期提示付款被拒付的，若持票人在提示付款期内曾发出过提示付款，则可向所

有前手拒付追索;若未在提示付款期内发出过提示付款，则只可向出票人、承兑人拒付追索。 
2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的证明材料： 
(1) 直接证明材料：持票人提示承兑或者提示付款被拒绝的，承兑人活着付款人出具的拒绝证明或者退票理由书。 
(2) 代替证明材料：人民法院出具的宣告承兑人、付款人失踪或者死亡的证明、法律文书;公安机关出具的承兑人、付款人逃匿或者

下落不明的证明；医院或者有关单位出具的承兑人、付款人死亡的证明；公证机构出具的具有拒绝证明效力的文书；承兑人自己作

出并发布的表明其没有支付票款能力的公告；承兑人或者付款人被人民法院依法宣告破产的，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文书具有拒绝

证明的效力；承兑人或者付款人因违法被责令终止业务活动的，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处罚决定具有拒绝证明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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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民事权利，系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在票据法律关系中的具现化表现，遵循于民事权利义务框架，

而受限于诉讼时效的约束[3]。 
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目的或言价值考量就其根本为——“法律不保护权利上的睡眠者”。诉讼时效

制度的设立是为了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不至于使债权债务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若以此为

起点思索，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起点或解释为“权利成立之日”而非“向承兑人主张兑付被拒之日”

更为合理。 
从利益衡平的角度观之，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是持票人在票据权利丧失后，为了弥补持票人的损失

而赋予其可向获得额外利益的出票人或者承兑人主张利益返还的权利，这是法律基于公平理念出发而赋

予持票人因疏忽或者票据手续欠缺导致票据权利丧失后的救济性权利[4]。从事实而言，票据持有人在取

得票据时理应知晓票据到期日，因此，自票据到期日起，持票人应当知晓自己的票据权利灭失而享有票

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此时其应当知道自己该票据项下的权利已经受损，自应当及时向承兑人或者出票人

主张权利。法律之所以规定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其实是为平衡持票人与出票人或者承兑人之间不公平的

利益分配结果而赋予持票人的救济性权利，倘若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从持票人向承兑人要求

承兑被拒时开始计算的话，利益的天平会太过于倾向于保护持票人的利益，而再一次导致利益的失衡，

使得出票人或承兑人随时处于一种票据义务被赋予的不稳定状态。如此做法也势必会导致商事交易秩序

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不利于商事交易的发展。 
综上，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从票据时效灭失开始成立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票据利益返

还请求权一经产生，诉讼时效便同时起算，如此符合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基本原则，也不违背诉讼时效制

度的立法目的和价值。 
(二) 基础债权与票据权利的协调衔接 
票据权利的行使特别是提示付款行为的作出是否影响基础债权的主张，现有观点并不一致。有裁判

观点认为，提示付款行为的作出意味着持票人选择票据权利而非基础债权为其利益实现路径，未于提示

付款期内提示付款或提示付款遭拒付时，只得向出票人和承兑人主张票据追索权。原因在于票据行为已

经作出，票据处于无法转回给前手的僵局状态，若支持基础权利，则因票据无法转回而将继续由持票人

持有，于持票人而言属于双重获益 3。另有理由认为合同债务已通过票据给付的方式得到清偿，原合同因

此而终止，原合同债权人不应再主张合同债权 4。  
笔者认为则不然，首先提示付款行为具有持续性，若在到期前提示付款，提示付款待签收的票据状

态将一致持续到期后，也即提示付款行为的作出不等于票据权利得以实现。其次，票据权利(主要是付款

请求权与追索权)与基础债权应当是请求权竞合的关系，权利人得择一主张，只有在一项请求权得到满足

后，另一请求权才归于消灭。5 另外，前述江苏高院认为不得再行主张基础权利之原因本质在于票据无法

转回，而可能导致债权人双重获益。实际上，该判决形成当时电票系统尚不完备，以上海票交所为例，

2022 年 12 月 29 日发布的《变更票据持票人业务办理指南》(以下简称“指南”)中对于因客观情况在电

票系统无法变更，但实际权利人与登记持票人不一致的情形，可持《变更协议书》、法院判决书、调解

书、裁定书等材料通过申请变更持票人。其他票交所也先后出台相关规定，因此，基础权利实现后票据

无法转回的困境已不存在，自无需因此而芥蒂于权利的并存。 
综上，票据权利与基础权利系请求权竞合之关系，持票人得择一主张，甚者在提示付款被拒后，权

利人选择以基础权利实现自身利益的路径下，无需先行使追索权，可直接行使基础权利，实现自身合法

 

 

3参见江西高院 2020 赣民再 119 号案。 
4参见银川中院 2020 宁 01 民初 890 号案。 
5参见上海二中院 2022 沪 02 民终 8988 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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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 

4. 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中持票人的权利救济路径 

由上文分析可知，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中持票人在提示付款被拒后，既可选择主张基础债权以实现自

身合法权益，亦可在法定期限内行使票据的追索权或利益返还请求权，票据权利与基础债权作为竞合之

请求权，虽得择一主张，但也因一项权利的实现而消灭另一项请求权。由此，将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中持

票人的权利路径架构如下，以备探讨与修正： 
以下图为例，A 为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的出票人，Y 为其委托付款人。B 持票后，将该汇票赠与 C。C

取得票据后，为偿还欠 D 的借款，遂将票据背书转让给 D。D 持票后，于付款期限内向 Y 提示付款。 
 

 
 

在前述交易往来中，作为持票人的 D，所享有的债权包括：① 向 Y 的付款请求权(权利一)、② 提
示付款被拒付后(或满足其他法定情形)时向 C、B、A 的追索权(权利二)、③ 向 C 基于借贷关系的归还借

款、支付利益等合同请求权(权利三)、④ 若票据权利因时效或缺乏记载事项而消灭时，向出票人 A、承

兑人 Y 主张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权利四)。 
救济路径而言： 
付款请求权(即权利一)系绝对的第一顺位权利，若提示付款后获付款或承兑，则持票人权利实现，票

据权利及基础权利均消灭。 
若提示付款被拒付，则持票人可选择行使追索权(即权利二)或主张基础债权(即权利三)。当权利一或

权利二因时效或记载事项缺乏而消灭时，亦可主张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即权利四)。其中权利二与权利

三，为竞合请求权，一方实现另一方同时消灭。权利四作为以上权利的“补救”权利，保证持票人与出票

人、承兑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5. 结语 

电子商业承兑汇票区别于传统纸质票据，因其依附于电票系统的虚拟性，天然地在实践操作中具有

独特之处，如付款请求权的点击应当在电票系统内、期限届满前点击[5]。本文在对整个票据流程中法律

关系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的特点对持票人的权利救济路径进行了初步架构。囿于文章

篇幅及实践，对于电票系统中的向前手的线下诉讼是否发生追索效力等实务问题有待后续研究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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