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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票据的发展经历了兑换商票时期、市场票据时期和流通证券时期等几个阶段。

其作用也经历了从单纯货币替代品到承兑、保证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再到背书制

度的发展直至流通货币时期成为集支付、信用、融资、汇兑为一体的有价证

券。票据无因性可以有效维护交易的稳定性，但目前我国票据无因性制度发展

仍存在问题，有待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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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票据无因性的概念及其产生的原因

（一）票据无因性的概念

票据的无因性于票据而言，即其核心与生命所在。因此探究票据无因性及

其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与在未来发展过程中的不断完善，就显得十分必要。首先，

无因性概念最早来源于德国法学家萨维尼的阐述，并于之后在德国法中的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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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物权、代理权等领域予以适用。发展至今，其成为票据法领域中不可或缺的

一个重要特性。无因性，是在讨论一项法律行为的效率时，不以其基础行为有

效与否为条件，其效力判断独立于基础行为。在票据中，即指票据关系一经成立，

就与其基础关系相分离，票据行为的效力不受其基础行为效力的影响。a

（二）票据无因性产生的原因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票据的无因性并非票据的产生自始没有原因，而是一

种信用经济高度发达和充分发展的产物。在一个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中，票据

的无因性可以使得交易变得更加高效、便捷，减少时间成本的消耗，增加票据

的流通速度，降低接受票据的风险。这与票据本身的特征是密不可分的。与一

般的债权凭证不同，票据作为一种流通证券，其转让是通过背书、交付的方式

完成的。因而取得票据的债权人又可以通过此种简便方式来抵消其与他人的另

一笔债务，或可通过向银行贴现的方式实现资金的周转。与票据无因性紧密相

关的另一特征就在于票据是一种“文义”证券，不受所记载文字以外事项的影响。

这一特征实质上也从另一角度论证了为何无因性在票据法上占据有如此重要的

地位。

对于票据的无因性，有的学者则试图从法哲学、法社会学与法经济学角度

出发试图分析背后的原因。从法哲学角度来看，即使随着电子通信技术的日益

进步票据传统功能之汇兑支付的功能已经被部分取代，但票据所起到的社会信

用媒介功能至今仍是票据的核心，无可替代。在此前提下，之所以无因性于票

据法中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是因为票据的基础关系及其权利义务关系在时间

线及地域上被隔离开来。基于这种时空上的分离，立法机关得以法律政策及技

术上的处理使得相关法律规范与实践应用相匹配。从法社会学角度出发，票据

无因性原则的确立有助于商贸活动中各方在利用其进行交易时心态更加放松，

流通减少阻碍使得在“弱关系”视野下的票据关系进行得更为顺畅。而从法经

济学角度，票据的无因性规则可以有效降低商事主体的交易成本，很大程度上

a　谢怀栻．票据法概论（增订二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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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效率。

二、票据无因性在我国的立法情况评述

（一）票据无因性在我国的立法现状

目前来看，我国《票据法》中对于票据无因性的规定并不够明确。从 1995 年 

《票据法》的颁布，到 2004 年票据法修改 a，这一问题一直存在，其也成为多

年来备受争议和讨论的条文。单从条文的持续保留来看，不难看出立法者对于

票据流通过程中票据交易安全的重视程度。

同时，通过其他条文与相关法律规范的规定，又不难发现我国的票据法实

质上是维护票据无因性的。如票据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八条及《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中都与国际上普遍

采用的对票据无因性原则例外情况的规定有较大相近之处。

（二）票据关系与票据基础关系的厘清

当我们在阐述票据的无因性时，学理界常将其分为票据的绝对无因性与票

据的相对无因性。票据的绝对无因性是指票据关系与其基础关系绝对分离，不

管在何种情况下，持票人向票据债务人提示票据，就可以行使票据上的权利，

票据债务人在此种情况下即有依照票据进行付款的义务，其与票据的来源和使

用票据的目的无任何关联。票据行为无论背后基础的票据原因关系是否存在及

有效，其只需具备法定的要件就可以产生有效的票据关系。同时票据权利人在

行使票据权利时，一般只将持有票据作为其必备条件，并不需要证明其持有票

据的原因，更无需证明原因关系的存在与否、有效与否。同时，票据关系与票

据资金关系以及票据预约关系也是相分离的。

而认定票据行为与票据基础法律关系之间存在牵连的原因，又具体包括以

下几点。其一，票据关系直接当事人之间可以基于票据主张抗辩。这一点体现

a　票据法第十条：“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

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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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票据法》第十三条第二款当中。其二，未支付对价即取得票据者，不

具备优先于先手的票据权利。其在我国票据法第十一条中也有所体现。第三，

票据的持票人在明知票据债务人与出票人或者与自己的前手之间存在抗辩事由

而取得票据时，债务人可对其进行抗辩。在票据关系与资金关系上的牵连则体

现在汇票的承兑人在承兑票据后，虽然不能以未收到资金为由对抗持票人，但

是在出票人向其提出请求时，则可以以此为由进行抗辩。

三、对票据无因性在我国适用的思考

就票据无因性展开的一系列争议，其背后实质上反映出的是人们对于维护

交易安全与追究交易效率之间的不同倾向。即使兼顾二者以达到尽可能地平衡

是人们一直努力的方向，但这一目标的实现仍旧有很长的路要走。具体到《票

据法》第十条的规定，对该条款主要分为赞同其继续保留、主张废除该条款，

以及折中说几种观点。a

对该条款持赞成观点的学者多注重票据在交易过程中的安全和有序。对于

票据无因性原则于我国的适用，曹守晔先生持这样的观点：票据无因性当然是

票据的本质属性，但这并不是一种绝对的论断，票据的无因性是相对的无因，

必须从实际出发予以判断。b实然，票据流通过程中的各环节看似是相对独立的，

但牵一发而动身。因此《票据法》要求票据行为必须有真实的交易基础，由此

可以防止一系列严重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如欺诈行为、商业投机行为、恶意串

通等的发生。实际上票据的无因性程度并不能仅仅凭空谈论，其取决于经济发

展的实际情况以及所处的阶段，票据当事人商业素质高低以及金融机构商业信

用的稳固程度。

而主张废除该条款的学者则认为其存在与票据法上的国际公认原则不符，

虽起到了一定的遏制违法行为的出现、规范作用，但无法满足票据本身性质的

要求，会引发诸多票据法律纠纷。同时，这一规定对于处理涉外票据关系也有

a　李伟群．对我国《票据法》第10条之修改建议［J］．法学，2011（9）：30-32．

b　曹守哗，王小能，汪治平．统一办案标准，维护金融安全——《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

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一）［N］．人民法院报，2001-02-28．



·197·
论票据行为无因性于我国的发展与完善2023 年 7 月

第 5 卷第 3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al	 https://doi.org/10.35534/al.0503019

着一定的阻碍作用，可能会不利于我国就信用方面在相关国际贸易中的优势地

位。此外，还有一种观点是从《票据法》第十条的条文本身阐述出发，认为其

更类似于一个宣示性的条款。因为条文本身并未规定法律后果，其警示性作用

要大于效力作用。也即当票据在流通过程中缺乏了真实交易关系，其在后续的

转让、流通过程中仍具有效力，违反这一条文并不必然导致票据行为的无效。

四、结语

笔者认为现阶段有必要对《票据法》第十条加以保留。理由如下，法律必

须深耕于社会实际。即使与 1995 年及 2004 年相比，现阶段我国不论从社会经

济发展程度，还是与票据相关的法律规范健全程度都较之前有了显著的提升，

但现在仍不是废除此条的合适时机。目前我国金融交易市场下的交易安全问题

仍不容小觑。同时，再往深层次探究，票据无因性背后所需具备的“契约”精

神其实又不仅仅决定于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水平，而是与背后所潜在的一个国

家多年来的历史文化传统、整体社会基础、与人口相对应的资源的多少及对需

求的满足程度等都息息相关。考虑到上述种种，便不难发现在当前信用体系和

金融环境欠佳的环境中，第十条的存在无疑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增强人们对票

据信心的作用。还需注意的是，有学者将该条款定性为是个管理性的规定，但

如果是管理性的规定，就不得不考虑若无与之相对应的处罚，则应当如何追责

的问题。跳出对于特定条款存废与否的探究，我们还需要将更多精力放在怎样

不断改善我国的金融环境、建立起相应的信用制度，不断督促人们自觉走向诚

信交易，使得票据无因性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中去。这一过程必然无法一蹴而就，

背后观念与文化的转变更需要长久的沉淀。因此，促进我国票据业务的有序发

展离不开多方长久的努力，该道路依旧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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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Non-cause System of Bills in Our Country

Zhou Linsheng

Sanmen Nuclear Power co., Ltd, Taizhou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bills has several stages, including the period 

of exchangers’ bills, the period of market bills and the period of circulating 

securities. Its role has also experienced from the simple currency substitute to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acceptance and guarantee system to the 

development of endorsement system until it has become a marketable security 

integrating payment, credit, financing and exchange in the period of currency 

circulation. The non-causation of bills can effectively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transactions,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n-

causation system of bills in our country to be further improved.

Key words: Bill behavior; Causality; Basic legal relationship; Amendment to the 

Law on negotiable instrum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