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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票据法》与《日内瓦统一法》之比较研究 

      世界法律体系大致可分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世界票据法体系也可

分为英美法系的票据法和大陆法系的票据法。英美法系国家的票据法是

以《英国票据法》为蓝本的。大陆法系国家的票据法是以《日内瓦统一

法》为依据的。前者是英国的国内法，后者则是一种国际公约。 

      英国于1882年颁布施行票据法，美国及大部分英联邦成员国如加

拿大、印度等都以此为参照制定本国的票据法。美国在1952年制订

《统一商法法典》，其中第三章商业证券，即是关于票据的法律规定，

也就是美国的票据法，它在英美法系国家的票据法中也具一定的代表性

和影响力。美国和其它英联邦国家的票据法虽在具体法律条文上与英国

票据法有所不同，但总体说来，英美法系国家的票据法基本上是统一

的，这种统一是建立在《英国票据法》基础上的。 

      法国、德国等欧洲大陆为主的20多个国家参加了1930年在日内瓦

召开的国际票据法统一会议，签订了《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公

约》。1931年又签订了《日内瓦统一支票法公约》。两个公约合称为

《日内瓦统一法》。众所周知，国际公约等是国际法最重要的渊源。

《日内瓦统一法》是有关票据方面的国际私法的重要渊源，无疑，参加

签字的大陆法系的国家在制订或修改本国的票据法时都要依循这一国际

公约。这一点合乎国际法大于国内法的原理（对参加某一国际公约的国

家而言）。具体来说，大陆法系国家的票据法又以法国和德国的票据法

最有代表性。另有一些非大陆法系国家的票据法也参照《日内瓦统一

法》制定本国的票据法（如我国的票据法）。在实际内容上大陆法系国

家的票据法基本趋于统一。 



      由于英美两国及其他一些英美法系国家并未参加日内瓦公约，因此

在当今世界上存在两大票据法体系——大陆法系（也称日内瓦法系）和

英美法系。虽然1982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律委员会公布了《国际汇票

和国际本票公约（草案）》，设想将两大票据法体系统一在一个“公

约”范围内，至今因签字国过少而未果。 

      对两大法系的票据法进行比较研究有其重要意义。票据法作为一种

国内法，主要是规范制定国票据行为，调整制定国票据法律关系。但

是，在国与国之间发生的国际票据关系的调整，除了依据有关的国际公

约、国际惯例之外，票据关系方面的国际私法的另一个重要渊源即是各

国的票据法。世界上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 在国际经济交流或其它交

往中必然会发生国际票据关系，其中各种票据行为、票据方面的纠纷或

争议等由于各国票据法规定的不一致而发生法律冲突时，应以哪一个国

家的票据法为准，或者说应适用于哪一个国家的票据法。这个问题是国

际私法中的法律适用问题。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或没有精力将每

一个国家的票据法都逐一进行对照、研究，但我们可以循着两条线索对

世界各国票据法有一个大致的概括了解，这两条线索分别是《英国票据

法》以下简称（“英国法”）和《日内瓦统一法》（以下简称“日内瓦

法”）。两大法系国家的票据法各以这两个票据法为基础，并各自基本

趋于统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已于1995年5月10日颁布，并于1996

年1月1日起实施，这是我国一条重要的经济立法， 对调整我国国内票

据关系及涉外票据关系起着重要作用。我国有关涉外票据关系法律适用

的规定成为我国国际私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国际票据法律适用的原则大

致为：第一，有关出票及票据的合法性适用出票地法律。第二，其他票

据行为适用行为地法律。在我国对外经济交往中发生涉外票据关系时，

既要依照我国票据法，有时也要适用别国的票据法。 

      1.两大法系国家的票据法在立法体例上，表现为英美法系国家采用

票据包括主义，大陆法系国家采用票据分离主义。如“英国法”包括汇

票、本票和支票，并将本票、支票作为汇票的特殊形式加以处理（我国

票据法类同于“英国法”，在体例上采取三票合一的形式，汇票一章按

各种票据行为分节作了详细规定，而对本票、支票与汇票相同之处则采

用“适用”的办法处理，以避免重复）。 



      2.在规定票据定义时，两大法系票据法有不同。如讲到票据定义

时，我们就依照“英国法”来解释。因为“日内瓦法”中没有象“英国

法”那样有严谨的文句对票据下定义，它只是规定票据的必要项目给票

据下定义。 

      3.票据是一种要式证券，“日内瓦法”尤为强调票据的要式性。所

谓票据的要式性是指票据的作为格式和记载事项只有符合法律规定，才

能产生票据效力，不依法定方式作成的票据不能产生法律效力，导致票

据无效（我国的票据法也强调票据的要式性）。 

在票据的必要项目方面： 

      （1）“日内瓦法”强调票据上要有票据名称的字样， 即标明是汇

票或本票或支票（我国票据法也有此规定）。“英国法”无此要求。 

      （2）在票据金额方面，两法都规定如大小写不一致， 以大写金额

为准（我国票据法规定，此种票据无效）。“日内瓦法”还规定，如果

有两个大写不一致，以数额小的大写为准。 

      （3）关于票据的收款人抬头， “英国法”规定三种票据均可作记

名抬头和来人抬头（我国票据法规定均不可作来人抬头）。 

      （4）关于出票日期， “日内瓦法”将此作为必要项目（我国票据

法有相同规定）。“英国法”认为无出票日期，票据仍然成立。 

      在其它记载方面，两法也有一些不同规定。如“英国法”认为，出

票人和背书人可用“免于追索”的文句来免除在票据被拒绝付款时受追

索的责任。而“日内瓦法”认为出票人只能免除担保承兑的责任，而不

能免除担保付款的责任（我国票据法认为此种责任不可免除）。 

      4.票据的要式性除票据的格式、内容要符合要式，票据行为也是要

式的。票据法对各种票据行为都有详细严格的规定。这样可以使票据纠

纷减少到最低限度，从而保证票据的顺利流通。 

      （1）“英国法”规定，限制背书的被背书人无权转让票据权利。

“日内瓦法”认为不得转让背书的票据仍可由被背书人转让，转让人只

对直接后手负责，对其它后手概无责任（我国票据法同英国票据法）。 



【返回】  

      （2）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 应该包括取得票据时无恶意或重大过

失。“英国法”对是否知道前手权利缺陷是以“实际知悉”为原则的。

“英国法”认为，只有出于善意并付对价的正当持票人不受对抗。“日

内瓦法”不强调是否付过对价（我国票据法同英国票据法）。 

      （3）票据应在时效内提示。“日内瓦法”规定， 即期票据必须从

出票日起1年内作付款提示；见票后定期汇票必须在出票日起1年内作承

兑提示；远期票据必须在到期日及以后的两个营业日中作付款提示。

“英国法”规定，即期汇票必须在合理时间内作付款提示；见票后定期

汇票必须在合理时间内作承兑提示。远期汇票必须在到期日当天作付款

提示（我国票据法规定，即期汇票自出票日起1个月内作付款提示， 远

期汇票自到期日起10日内作付款提示）。如果持票人未在规定时效内提

示票据，那么他就丧失对前手的追索权。然而承兑人对持票人仍有付款

责任。其责任时效“日内瓦法”规定为到期日起3年， “英国法”规定

为承兑日起6年（我国票据法规定为到期日起2年）。 

      （4）作成承兑的时效， “英国法”规定付款人须在习惯时间内

（24小时）作成承兑。“日内瓦法”规定2天内作成承兑（我国票据法

3日内作成承兑）。 

      （5）“日内瓦法”规定付款人付款时不需要认定背书真伪。 “英

国法”规定付款必须认定背书真伪（我国票据法同英国票据法）。 

      （6）持票人遭到拒付时，根据“英国法”， 只有国际汇票才必须

由公证人作成拒绝证书。“日内瓦法”允许在汇票人或付款人破产时，

以法院判决代替拒绝证书（我国票据法有相似规定）。 

      （7）“英国法”没有“保证”规定， “日内瓦法”允许“保证”

票据（我国票据法同“日内瓦统一法”）。 

      以上我们分析了“英国法”和“日内瓦法”规定上（主要是汇票）

的一些差异，同时兼及了我国票据法的规定，在这些方面的把握和了解

对准确使用涉外票据，处理涉外票据纠纷，在实际工作中适用票据方面

国际惯例，发展我国对外贸易和其他对外经济交往都是有益的。 



 

中国法学会 版权所有 © 2005 京ICP备05072373号 联系方式 
（浏览中国法学会网，建议将显示器的分辨率设为1024*768） 网站制作与维护： 北京长城宏业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