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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之前我国已有票据立法”的表述，后文简称“之前票据立法”，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1996 年实施) 、中

国人民银行《票据管理实施办法》( 1997 年实施) 以及《支付结算办法》( 1997 年实施) 。笔者认为，面对国内外票据业务的发

展，这三个立法条文已显现出多方面的不适应性，亟需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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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电子商业汇票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融资手段，但我国现行立法尚存在诸多影响电子商业

汇票融资的制度缺陷。为了保障电子商业汇票的融资功能，我国立法首先应确立电子商业汇票无因性

的立法原则，允许纯融资票据参与融资市场; 其次应明确电子商业汇票无条件支付性的法律特征，完善

付款人违反无条件支付的法律责任制度; 再次应扩大电子商业汇票的参与主体，推进融资主体多元化发

展; 最后应增设电子商业汇票付款的中期期限，满足不同客户群的融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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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融资，是指商业汇票的承兑、贴现、转
贴现和再贴现等业务。由于票据本身特有的功

能，使票据融资在企业的短期资金融通方面具

有手续方便、无需担保、不受资产规模限制、融
资成本低等特性与优势，已成为深受我国广大

中小企业欢迎的一种融资方式。随着我国电子

票据业务的发展，电子商业汇票作为新型金融

工具在市场经济中亦表现出越来越强的融资功

能，商业汇票的流通性和远期性为电子商业汇

票的融资功能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人民银行

2009 年 10 月 16 日公布并施行的《电子商业汇

票业务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 规定了电

子商业汇票的承兑、贴现、转贴现和再贴现，规

范了持票人通过电子商业汇票进行融资的活

动; 但遗憾的是，该《办法》深受其公布之前我

国已有票据立法①的影响，承袭了之前票据立

法在无因性、无条件支付性以及票据付款期限、
参与主体等方面的不合理限制或其他缺陷规

定，多项具体规则不但未能促进电子商业汇票

融资功能的发挥，反而形成了阻碍。因而，有必

要分析现行立法阻碍电子商业汇票融资功能发

挥的制度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相关制

度的思考与建议，以期有益于我国电子商业汇

票市场的健康发展。



一、确立电子商业汇票无因性的立法原则

无因性是现代票据法的灵魂，更是现代票

据法的立法原则。票据的无因性是指票据权利

仅依票据法的规定而产生、变更或消灭，无需考

虑其发生的原因或基础。① 无因性使持票人可

以根据法律的要式来判断票据的效力，使票据

关系不受票据基础关系的影响而独立发挥作

用，从而促使票据流通能为人们所接受，最终促

使票据融通资金功能得以实现。我国《票据

法》无因性的关键条款在于第 10 条第 1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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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条款在学术界和实务界导致了多种不

同的理解，主要存在有因支持说、相对有因支持

说、相对 无 因 性 支 持 说、绝 对 无 因 性 说 等 观

点。② 笔者认为，该条款存在多种不同理解这

本身已说明其对无因性的规定存在缺陷，该条

款将票据关系与票据基础关系联系在一起，实

质上就是限制了票据的流通，对票据的融资功

能也形成了障碍。因为票据的融资功能与票据

流通性密切关联，而票据能否流通关键就在于

票据是否具有无因性。③④

《办法》承袭了《票据法》对无因性的不合

理规定，限制了电子商业汇票的流通性，导致纯

融资性电子商业汇票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对电

子商业汇票融资功能的发挥显然形成了阻碍。
建议从以下方面修改完善相关规定:

其一，删改忽略无因性的不合理规定。依

据《办法》第 33 条、第 34 条、第 35 条规定，电子

商业汇票不但要求“签发应具有真实交易关系

或债权债务关系”，还要求“出票人应向电子银

行承兑汇票的承兑金融机构提交真实、有效、用
以证实真实交易关系或债权债务关系的交易合

同或其他证明材料，并在电子商业汇票上作相

应记录，承兑金融机构应负责审核。”《办法》显

然承袭并发展了《票据法》第 10 条第 1 款的不

合理规定。笔者认为，上述规定忽略了电子商

业汇票的无因性，将电子商业汇票的票据关系

与基础关系联系在一起，必然大大增加电子商

业汇票流通的难度，阻碍电子商业汇票融资功

能的发挥，建议予以删改。

其二，承认纯融资性电子商业汇票的合法

性。纯融资性电子商业汇票是指票据的持有人

通过非贸易的方式( 或者说不以真实交易为基

础) 取得电子商业汇票，并以该票据向银行申

请贴现套取资金，实现融资目的。随着电子票

据市场的发展，无真实交易的纯融资性电子商

业汇票作为一种金融工具在实务中已经比较常

见，但由于《办法》忽略无因性的不合理规定，

导致纯融资性电子商业汇票合法性受到质疑，

票据实务纠纷处理过程中往往因其“不以真实

交易为基础”而被否认合法性。唯有认可电子

商业汇票的无因性，才能为融资性电子商业汇

票的合法化奠定良好的基础。笔者认为，实务

中频繁出现纯融资性电子商业汇票的现象，已

经说明承认其合法性的必要。一国票据法律制

度对待纯融资性票据的态度最能够反映该国对

票据融资功能的认识，重视票据融资的国家多

承认纯融资性票据合法。在票据融资已经成为

我国中小企业普遍应用的融资方式的今天，承

认纯融资性电子商业汇票的合法性亦显得更加

有必要。

二、明确电子商业汇票无条件支付性

的法律特征

无条件支付性是票据的基本法律特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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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票据实现融资功能的基础。何为票据的

无条件支付? 学界有不同理解，笔者赞同刘心

稳教授的解释，无条件支付的法律含义有三个

层次: 一是付款人对合法持票人应当无条件付

款; 二是付款人向持票人支付票面金额，没有收

取对价的权利; 三是付款人支付票面金额时，不

得附带条件，应当无条件地按照票据文义支

付。① 为保障票据无条件支付特性的落实，相

关立法应明确规定付款人违反无条件支付行为

的法律责任。付款人违反无条件支付的现象在

票据实务中通常表现为付款人故意压票、拖延

支付等。我国《票据法》第 105 条对于付款人

故意压票、拖延支付等行为，规定了应承担行政

责任与民事责任的简单原则性条款，②中国人

民银行《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第 33 条对付款人

违反无条件支付行为的行政责任进行了具体可

操作规定: “付款人故意压票、拖延支付的，由

中国人民银行处以压票、拖延支付期间内每日

票据金额 0. 7‰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记过、撤职或

者开除的处分。”但付款人违反无条件支付行

为应承担怎样的民事赔偿责任，目前未见具体

规定。笔者认为，《票据管理实施办法》对付款

人违反无条件支付的行政责任规定具有合理性

与可操作性，应充分予以肯定; 但没有涉及付款

人违反无条件支付应承担民事责任的具体规

定，确是立法缺憾。
《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相关条文

对付款人违反无条件支付的行政责任与民事责

任也进行了具体规定，但笔者认为，该《办法》
有关付款人违反无条件支付行为的法律责任规

定存在问题，不足以有效抑制付款人违反无条

件支付行为的发生，难以起到督促付款人履行

付款义务的作用。建议从立法上予以完善，以

保障电子商业汇票融资功能的实现:

其一，完善付款人违反无条件支付的行政

责任规定。根据《办法》第 80 条的规定，作为

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承兑人的财务公司、电子商

业承兑汇票的承兑人违反《票据法》、《票据管

理实施办法》和本办法规定无理拒付或拖延支

付的，中国人民银行有权视情节轻重对其处以

警告或 3 万元以下罚款。笔者认为，该条款规

定的行政责任存在以下不足: ( 1 ) 行政罚款的

力度过轻。该条款规定“3 万元以下罚款”，意

味着不论票据金额多大、被无理拒付或拖延支

付的日期多长，都只能处以 3 万元以下罚款。

这样的处罚力度显然不足以对付款人违反无条

件支付的行为形成有效抑制。( 2 ) 缺少对直接

责任人员行政处分的规定。该条款对违反无条

件支付的直接负责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未做任何行政处分的规定，存在明显责任规

制的缺憾。( 3) 行政处罚对象的范围规定不合

理。该条款仅适用于“作为电子银行承兑汇票

承兑人的财务公司、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的承兑

人”，为何不适用于“作为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承

兑人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立法者或许是认为

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承兑人不可能发生拖延支

付现象，但实践表明，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承兑

人时也会发生拖延支付现象，对此也应予以行

政处罚。综上，笔者认为，《办法》对付款人违

反无条件支付行政责任的规定，“抛弃”《票据

管理实施办法》已有的合理规则，“创新”了有

诸多不足的“新办法”，实不足取，建议根据《票

据管理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予以修改完善。

其二，完善付款人违反无条件支付的民事

责任规定。《办法》第 78 条对付款人违反“无

条件支付”的民事赔偿责任进行了如下规定:

电子商业汇票“承兑人故意压票、拖延支付，影

响持票人资金使用的，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

同档次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付赔偿金。”这比

《票据法》的原则性规定确是具备了一定的可

23 烟台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29 卷

①

②

刘心稳:《票据法》，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2 版，第 5 － 6 页。
我国《票据法》第 105 条规定:“票据的付款人对见票即付或者到期的票据，故意压票，拖延支付的，由金融行政管理部门

处以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票据的付款人故意压票，拖延支付，给持票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操作性，但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档次流

动资金贷款利率计付民事赔偿金，这样的赔偿

金额并没有刺到付款人的“痛处”，难以起到督

促付款人无条件履行义务的作用。笔者认为，

有关电子商业汇票付款人违反无条件支付民事

赔偿金额的规定，应与电子商业汇票出票人未

能足额交存票款行为的罚息规定保持一致。因

为从行为性质上看，付款人违反无条件支付与

出票人未能足额交存票款两行为均属违反法定

或约定义务。所以，建议比照出票人未能足额

交存票款每天万分之五计收罚息的规定，①将

电子商业汇票付款人违反无条件支付的民事赔

偿责任修改规定为: 电子商业汇票承兑人故意

压票、拖延支付的，应向持票人支付每天万分之

五的赔偿金。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笔者这里主

张的赔偿金不以给持票人造成损失为支付前

提，其性质上具有补偿与惩罚双重性。

三、扩大电子商业汇票的参与主体

商业汇票的参与主体同时也是商业汇票的

融资主体，立法对商业汇票参与主体范围的限

制同时也就是对商业汇票融资主体的限制。我

国《票据法》对商业汇票的参与主体没有限制

性规定，但《票据管理实施办法》和《支付结算

办法》却作出了限制: 商业汇票的出票人必须

是在银行开立账户的法人或其他组织，银行承

兑汇票的承兑人只能是银行业金融机构。② 根

据上述规定，个人投资者不能使用商业汇票，证

券、保险、信托、基金等非银行业金融机构也不

能成为商业汇票的参与主体。笔者认为，首先，

使用商业汇票是商品经济社会很常见的一种民

事活动，立法没有必要将个人投资者限制在外，

如果是为了防止和减少票据欺诈行为，那么立

法应统一考虑健全防范措施，而不是单纯地限

制个人使用汇票; ③其次，商业银行、城市信用

社和农村信用社等银行业金融机构与证券、保
险、信托、基金等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均是金融市

场的重要主体，立法限制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参

与商业汇票，不符合金融市场繁荣发展的宏观

政策要求。因此，我国票据立法对商业汇票参

与主体的限制性规定已不合时宜。
《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对电子商

业汇票参与主体的规定，又一次承袭了之前票

据立法的缺陷。根据该《办法》第 28 条的规

定，电子商业汇票的出票人必须为法人或其他

组织，个人投资者仍然被排除在电子商业汇票

参与主体之外; 第 2 条规定，电子银行承兑汇票

由银行业金融机构、财务公司承兑，这里比较之

前的规定增加了财务公司，但证券、保险、信托、
基金等其他非银行业金融机构仍未能成为电子

商业汇票的参与主体。笔者认为，我国立法应

从两方面扩大电子商业汇票的参与主体: 一方

面取消对个人使用电子商业汇票的限制，允许

个人投资者成为电子商业汇票的参与主体; 另

一方面取消对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充任电子银行

承兑汇票承兑人的限制，允许证券公司、保险公

司、信托投资公司、社保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成为

电子商业汇票的参与主体。构建多元化电子商

业汇票主体体系，保障电子商业汇票融资功能

的充分发挥，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四、增设电子商业汇票付款的中期期限

商业汇票付款期限延长可直接导致融资期

限延长，有益于充分发挥汇票的融资作用。汇

票付款期限不同于汇票提示付款期限，汇票付

款期限是指汇票上所记载的出票人与付款人约

定付款的期限，汇票提示付款期限是指持票人

向票据债务人提示付款的规定期间。我国《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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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 79 条规定: 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的出票人于票据到期日未能足额交存票款时，承兑人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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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法》对商业汇票付款期限没有规定; ①根据中

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第 87 条的规定，

商业汇票的付款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6 个月。据

此，商业汇票出票人与承兑人约定的延期付款

的期限应当在 6 个月以内。笔者认为，6 个月

的商业汇票付款期限，相对于金融市场对票据

融资期限的期待来说，确实太短。6 个月付款

期限的规定导致汇票融资的期限也只能在 6 个

月内，远不能满足企业票据融资的需要，不利于

票据融资的开展。
《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 13 条将

电子商业汇票确定为定日付款的汇票，付款期

限规定最长不得超过 1 年。该《办法》比较之

前票据立法 6 个月的规定，延长了电子商业汇

票的付款期限，使企业可以在 1 天至 1 年之间

选择符合自身需要的融资期限，更易切合不同

类型企业的生产经营周期，从而大大提高了融

资期限灵活性，②有利于电子商业汇票融资业

务的开展，这是应当肯定的一方面。但另一方

面，电子商业汇票仅设置 1 年短期付款期限，还

不能适应金融市场对票据融资的正常需要。笔

者认为，应区别电子商业汇票的种类规定不同

的付款期限，增设电子商业汇票付款的中期期

限。电子商业汇票包括电子商业承兑汇票和电

子银行承兑汇票两个种类。电子商业承兑汇票

由于其承兑人为金融机构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

织，信用可靠度不及金融机构贷款，故实务中主

要承担短期融资功能; 而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承

兑人为金融机构，信用可靠度几乎等同于金融

机构贷款，故可以承担一定的中期融资功能。
市场对电子银行承兑汇票也期待其能适当发挥

中期融资的功能，但统一 1 年短期付款期限的

规定，禁止了其中期融资的可能性。所以，应对

两种电子商业汇票规定适用不同的付款期限，

其中，电子商业承兑汇票适用目前规定的 1 年

付款期限，增设 2 年付款期限适用于电子银行

承兑汇票。如此以来，可满足不同层次客户的

融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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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nsure the financing function of the electronic commercial draft，China’s legis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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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nic commercial draft，and allow pure financing bills to participate in financing market; second，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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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票据法》第 53 条规定了商业汇票的提示付款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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