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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法立法原则 

中央政治会议第一百九十三次会议议决 

民国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送立法院 

    一、本法所称票据为汇票、本票及支票。 

    二、票据依所载文义由签名人负责。 

    三、票据上依法应记载之事项不得缺略。 

    四、以善意或无重大过失而取得票据者,享有票据上之权利。 

    【说明】本条为保护善意占有者而设,票据为流通证券,屡经辗转,故取得者苟无恶意或重大过失即为

正当之持票人,得行使票据上之权利,不许真正所有者请求其为票据之反还,此为各国立法例一班承认。例

如甲以乙所寄存之汇票转让于丙,丙不知其票之所由来而受取之,即享有票据上权利。 

    五、受票据上之请求者,对于善意之执票人,不得以自己与请求人之前手间所存抗辩向之对抗。 

    【说明】本条定抗辩之限制,所以保护善意取得者,而便票据之流通。抗辩之意义债务人对于执票人

设词以避免义务之谓也。例如甲为发票人,乙为债务者,已为执票人丙丁戊为己之前手,己向乙请求履行债

务时,乙以为与丙或丁或戊有欠款抵销而拒绝付款,则是对于己为抗辩也,是以自己与己前手间所存抗辩对

抗己,也殊足以妨害票据之流通,故不许之,但若己明知票据有瑕疵而故意取得之,即不得为善意之执票人乙

可以对之抗辫。 

    六、汇票之发票人应按汇票文义担保承兑及付款。 

    七、无记名式汇票因交付而转让无须背书 

    八、记名式汇票除禁止转让者外,得依背书而转让之。 

    九、执票人于到期日前不论何时得向付款人为承兑之提示,付款人于承兑时应记载承兑或其他同义字

样。 

    十、付款人承兑后应负付款之责。 

    十一、执票人于到期日前行使追索权时,得请求预备付款人为参加承兑。 

    十二、票据债务人以外不问何人经执票人同意,均得参加承兑。 

    【说明】(十一与十二两项之说明)参加云者,第三者加入于票据关系之谓也。发票人委托他人付款,

而发汇票或因与他人尚未接洽妥当,或因款项尚未送到,致他人不肯承兑,当此之时,执票人可以向其前手

(发票人与在执票人以前之背书人皆称为前手)行使追索权,实出于不得已之所为,非其本意,且前手受后手

之追索,明明暴露票据信用之缺乏,此时若于行使追索权之外,别有救济方法维持票据信用,匪特扫票人之利

益,前手亦得以保全荣誉,此参加承兑制度之所由设也。然则何时得为参加,当然在付款人拒绝承兑以后,执

票人得行使追索权时为之,至何人得为参加,则预备付款人当先受参加之请求,票据之付款,当然由付款人为

之,但票据以信用确实为第一要义,万一付款人因金钱不足,或其他原因临时不克照付,殊足妨害票据之信

用,故发票人得预先指定一人为预备付款人,如遇付款人拒绝承兑,或拒绝付款时,执票人得向预备付款人请

求履行义务,至预备付款人以外凡不负票据上债务之人,均可参加,但须经执票人之同意,否则难免有不道德

之人或与付款人勾通一气出而参加,以延时日,其结果仍不付款,徒费周折。 

    十三、汇票不获付款时参加承兑人应负付款之责。 

    十四、票据之保证人与被保证人负同一责任。 

    十五、参加付款不论何人均得为之,但有参加承兑人或预备付款人时,执票人应先向之为付款之提示。 

    【说明】参加承兑人之为参加承兑也,本有付款之准备,到期日自应向之请求付款,预备付款人系预防

检索

走进法学所

走进国际法中心

机构设置

《法学研究》

《环球法律评论》

科研项目

系列丛书

最新著作

法学图书馆

研究中心

法学系



付款人万一不守信而设,付款人既拒绝付款执票人对之为付款之提示,乃当然之事,至第三者之参加付款,则

与参加承兑不同,参加承兑后或尚有不付款之虞,故执票人有允否之权,若夫参加付款,则票据债权上最后之

目的已达,万无拒绝之理。 

    十六、汇票到期不获付款时,执票人对于出票人所有背书人及其他负责人,得行使追索权。 

    十七、本票除关于承兑,参加承兑及复本等各节外,均准用汇票之规定。 

    【说明】汇票之付款人承兑之后,即为承兑人,处于主要债务人地位,故绝对负清偿之责,至本票之发

票人,即是付款人,本来绝对负清偿之责,无所用其承兑,故汇票章中关于承兑及参加承兑各节,于本票均不

适用,至复本之作用,原为便于流通,汇票之付款人或居于异地,执票人得以复本之一份寄往异地提示承兑,

另以一份为背书而转让,本票之发票人即为付款人,无请求承兑之必要。故汇票中关于复本一节,于本票亦

不适用。 

    十八、支票之付款人以银行业者为限。 

    十九、支票限于见票即付。 

     附 中央政治会议公函 

    迳启者:本会议前于第一八五次会议准胡委员汉民林委员森函送票据法原则草案请核议等由;当经提出

讨论并经决议交戴委员传贤宋委员子文审查在案,兹准戴委员复称:奉交审查票居法原则草案经详细研究,

觉原草案尚属精密,至其有无缺陷非至施行之后不能发现,拟请即照原草案通过,俾免迁延等语到会,复经提

出本会议第一九三次会议讨论,经决议票据法原则通过送立法院,相应录案并检附票据法原则一件,函请 

    查照办理!此致 

    立法院 

    

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一八、八、二八     

    

    

    

公司法立法原则 

    

    中央政治会议第一百九十一次会议议决 

    民国十八年八月十四日送立法院 

    

    总 则 

    一、公司分为五种: 

    一 无限公司。 

    二 两合公司。 

    三 股份有限公司。 

    四 保证有限公司。 

    五 股份两合公司。 

    二、公司为法人。 

    三、凡公司不得为他公司之无限责任股东,但为其他公司之股东时,其入股总额不得超过该公司实收股

银总数四分之一。 

     无限公司 

    四、无限公司应有股东二人以上。 

    五、盈亏之分派如章程无规定时,以股东出资之多寡为准,仅于盈余或亏损之一面定有分派之比例时,

其所定比例于盈亏两面均适用之。 

    六、非得全体股东之同意不得变更章程及为公司事业范围外之行为。 

    七、公司解散之事由及股东之退役或除名应列举的规定。 

     两合公司 

    八、两合公司以无限责任股东与有限责任股东组织之,有限责任股东之责任以额定资本为限。 

    九、股东之责任无限或有限应于章程中明白规定之。 

    十、有限责任股东不得以信用或劳务为出资,并不得执行公司业务及代表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股份有限公司应有七人以上为发起人。 

    一二、认足股份总数时,认股人交足股款二分之一即举行创立会。 

    一三、创立会应依法定程序决议一切事项,并选任董事及监察人。 

    一四、非设立注册后不得发行股票,发行价格不得低于票面。 



    一五、公司股份每股不得少于十元。 

    一六、公司得发行无记名股票,但不得超过资本总额三分之一,记名股票为同一人所有者,应用同一姓

名。 

    十七、股东之责任以所认之股额为限。 

    十八、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以股东总数三分之一以上出席代表股额过半数举行之,每股有一议决权,

一股东而有十一股以上者,应以章程分别限制之,但每股东之议决权至多不得超过全体权数五分之一。 

    一九、有股份总数二十分之一以上之股东,得请求董事会召集股东临时会。 

    二○、董事至少五人由股东会就股东中选任之,其任期不得过三年,但得连举连任。 

    二一、有总股份十分之一以上之股东,得控告董事或监察人。 

    二二、公司控告董事或被董事控告时,监察人为公司代表。 

    二三、监察人由股东会于股东中选任之,任期一年,但得连举连任。 

    二四、监察人认为必要时得召集股东会。 

    二五、监察人不得兼任公司董事及经理人,有二人以上时得各自行其监察权。 

    二六、公司债非经股东会议决不得募集,其总数不得超过已缴之股额。二七、非经股东会决议不得变

更章程增减资本。 

    二八、公司解散之事由应列举的规定。 

     保证有限公司 

    二九、股东之保证责任不得少于认缴股本之三倍,股东人数不得多于五十人。 

    三○、公司股份不得向市场招募或转让。 

    三一、公司不得发行债券。 

    三二、公司宣告破产时,各股东所负之责任除所缴之股本外以其保证额为限。 

    三三、股东认缴之股本应一次缴足,每股不得低于一千元。 

       股份两合公司 

    三四、股份两合公司设立时,应由无限责任股东为发起人,其股东至少有一人负无限责任。 

    三五、无限责任股东得于创立会及股东会陈述意见,但虽有有限股份,亦不得加入决议。 

    三六、公司之事项,除应须股东会决议外,并应得无限责任股东之同意。 

     附 中央政治会议公函 

    迳启者:前据委员兼立法院院长胡汉民提出公司法原则草案请核议,经本会议第一九 次会议议决,交

孔委员祥熙李委员文范审查,旋据提出审查报告,复经本会议第一九一次会议议决,公司法原则照审查修正

案通过交立法院等因,相应检同公司法原则函送希查照为荷!此致 

    立法院 

    

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 一八、八、一四     

    

    

    

附 公司法原则保证有限公司一章暂行保留并另订单行法案 

    

    中央政治会议第二百零六次会议议决 

    民国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送立法院 

    

     中央政治会议原函 

    迳启者:本会议第二百零六次会议准胡委员汉民提案称:查公司法原则案中第二十九条至第三十三条关

于保证有限公司之规定,本为取法于欧洲各国之小组有限公司办法,在中国公司组织中,尚属创举,值兹党国

一切行政司法组织均尚未臻完备,商场中之信用调查亦未举办,各股东之保证责任,是否确实,若专恃行政之

取缔与司法之监督,恐一般民众利益之保障,过于粗疏,可否将公司法中保证有限公司一章,暂行保留,如将

来仍视其设立为必要则仿照德、法两国先例,另以单行法行之,是否有当,请公决等由;经讨论后决议公司法

原则中关于保证有限公司一章,暂行保留,由立法院另订单行法在案,相应录案并检附原提案及附件函达,请 

    查照办理!此致 

    立法院 

    

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 一八、二、二七     



    

    

    

土地法立法原则 

    

    国家整理土地之目的,在使地尽其用,并使人民有平均享受使用土地之权利。 

    总理之主张平均地权,其精意盖在乎此,欲求此主张之实现,必要防止私人垄断土地,以谋不当利得之企

图,并须设法使土地本身,非因施以资本,或劳力改良结果所得之增益,归为公有,为求达此目的之惟一最有

效之手段,厥为按照地值增税,及增收土地增益税之办法。兹将此项办法所根据之原则,及与原则有关系之

主要各点,分别说明之。 

    一、征收土地税,以地值为根据 

    总理主张由人民(即土地所有权者)自由申报地价,以所申报之数额,为征税标准。但政府得按照申报之

价收买之。其目的,在使人民不敢因图避免少数地税,致将地价短报,用意至善。查政府于此种情形中收买

人民土地,普通办法,系将其土地拍卖所得之卖价,先照原地主申报之价偿还,余归政府所有。但此种办法,

在实施时,每月社会上及经济上一时的情形所迫,致生窒碍。(例如加拿大之云哥华市于欧战后之数年间,将

欠缴地税之土地,每次拍卖,少有应之者。又青岛在德人管理时,关于此点感受同样困难)。 

    兹拟于此办法,略加以补充,关于都市之土地,在人民申报地价后,政府再加以估定,每年征收地税,以政

府估定地值为标准。至征收土地增益税,则以申报地价为标准。但政府仍保留其按照申报地价收买之权,似

此于实行上,较为便利也。 

    二、土地税率采渐进办法 

    按照根据地值征税原则,土地税率,应等于地赁之数,盖地赁既变为地税,归诸国家,则地主除用人力资

本改良土地以得收益外,无坐享地赁利益之机会。而土地所有权者,不能以土地居奇,弃不使用,其结果则地

价廉。于是使用土地之权利,必渐趋普遍。前此以垄断土地图利之资本,亦必逐渐转授于生产事业。彼主张

根据地值征税之经济学者,每谓"地税贵,地价廉而生产事业发达",即指此也。 

    关于决定税率问题,据地值税专家单维廉氏之主张(单氏德国人青岛土地税计算出自其手。总理于民国

四十三年曾聘至广州专研究土地税问题),以地方上通行贷款利率之平均数目,为税率之标准。曾假定广州

通行贷款利息之平均数目,为百分之十。即主张以按照地值百分之十为广州土地税率。惟总理对于土地税

率,曾言各国土地的税法,大概都是值百抽一,并有主张,值百抽一之意。(见民生主义第二讲)与单维廉之

说,大有出入。单维廉氏以百分一税率为过轻,决不能达到地价低廉之目的。所以单维廉氏在广州时主张彻

底办法,竭力维护其高税率之原则。而廖仲凯先生则以百分之十高税率为不可行,仍主张百分一之轻税率。

俟将来逐渐增加,当时关于此点之讨论,意见两歧。主张轻税率者之意,乃为便于施行起见,或于经济现状,

不愿发生重大影响,故决采渐进方法。 

    三、对于不劳而获的土地增益行累进税 

    地值税须与不劳而获的土地增益税(以下简称土地增益税)一并施行方能收平均地权之效,互相为用,不

可缺一。按照地值税原理,地价之增涨,由于人口增加,与社会及经济的进步,非由于地主之力量得来,其增

益应归诸社会,以众人之财富,还诸众人,本极合乎社会公道原则也。 

    地值税按年征收,土地增益税则于土地所有权移转,或经若干年而不移转时征收之。其税率之轻重,互

为因果,蒸地值税轻,土地增益必大。反之地值税重,土地增益必微。前者,地主以税率轻微,尚可以土地为

投机。后者,地主因负重税,势必急图改良,或变卖其土地,不能置之不雇,专候涨价而售。若重收地值税,并

决定土地增益税,为土地涨价之全部,其结果则地价廉,生产事业发达,此为地值税经济学者所主张之彻底办

法。若地值税与增益税均轻,其结果则地价仍涨不已,不能完全制止土地之投机。此单维廉氏在广州土地税

委员会讨论税率轻重之点,所以力辩广州暂拟地值税率百分一及增益税为增益全部三分一之案,为不可行。

至轻课地值,并征收土地增益全部,既可收彻底之效。又于社会经济现状,不致有剧烈反响,此乃中庸之道。

所以总理主张地值税值百抽一,而增益全部归公也。惟是法贵施行有序,且贵乎便民,有主张分期办法,先征

一部分,俟推行便利,然后逐渐增加税率者。有主张累进征税者。本立法原则,即决采用后者。且主张只定

大体原则,予各地方以斟酌情形决定办法之余地。 

    四、土地改良物之轻税 

    依照根据地值征税原则，于征收地值税外，所有地面改良物，一概免征，以收土地改良之效。在土地

税实行后，如广州之房捐及北平之铺捐等类，须一律废除，或逐渐减轻。否则，与按地值征税之原则相违

反，不特无大效可见，反于经济上发生不良影响，惟从财政上实际情形观之，若一律废除，恐生窒碍。查

加拿大有数城市于实行地值税时，地面改良物，完全停止征税，市库收入为之不敷。云高华一市行之不及

数年，即回复征收改良物办法。据其当局言，亦因格于财政上实际情形，不能不采权宜办法。以现在中国

各都市情形而论，房捐实占市库收入一大部分。若新税收入未能抵补之前，如骤行废止之，恐亦蹈云高华

市覆辙，此点亟应详加考虑。查 总理在大元帅任内时，颁行土地税法，规定改良物，值千抽五，其意在

双方顾全，不肯偏重，本立法原则采用之。 

    五、政府收用私有土地办法 



    政府得用价收买私有土地，为国防、公益或公营事业之用，但不得收买土地为营利目的。收用私有土

地时，所有土地上改良物，政府须予以相当赔偿。 

    六、免税土地 

    政府机关及地方公有之土地，不以营利为目的者，经政府许可后得免缴地税。 

    七、以增加地税或估高地值方法促进土地之改良 

    现代都市规划，将市内土地划分用途地主须遵政府规定办法，依时实行使用，逾期不遵办，即将该地

税率增加，或估高其地值，以促进土地之改良，至于都市外之荒地，亦依此原则行之。 

    八、土地掌管机关 

    关于土地掌管机关设省及市（以五万人口以上者为都市）土地局，及县土地局，并设一中央机关监督

并指挥之。 

    土地掌管机关职权： 

    1．管理公有土地。 

    2．土地测量。 

    3．土地登记。 

    4．保管土地册籍。 

    5．发起土地契据。 

    6．估计地值。 

    7．解决因本法发生之争执。 

    8．订定地税册。 

    关于收税事项应由财政机关办理。 

    关于减税或免税事项，非本法明白规定者，由国民政府决定之。 

    关于解决本法发生之争执，设土地仲裁裁判所办理之。 

    九、土地权移转须经政府许可 

    土地为生产之根本要素，且系有一定限量之物，实为国民生计之基础，与其他财富之可以用人力增减

者不同。故政府于土地权之移转，认为于国计民生有妨碍时，可以罅及取消之。查德国人所定之胶州土地

法，于土地移转，须得政府之允许，可为前例也。 

    附 说 

    本原则决定后，先拟都市土地法，只规定大纲，其余细则，悉由各都市自行斟酌地方情形办理，较为

易举，亦为进行初步之所必然也。 

    本土地法原则，系以 总理主张为根据。参以单维谦顾问在广州时讨论之结果，单氏之主张，即系胶

州所以实行之办法，是以本原则，亦与胶州办法相近也。 

    按胶州地值税率，为百分之六，按年征收增益税，为土地涨价总数三分之一。凡土地移转及土地使用

目的，须经政府允许，方为有效。如土地不依政府规定改良，即将其地值税率，递年增加至百分之二十四

为止。俟该土地遵照政府规定改良后，即回复其百分之六税率征收之。 

    胶州办法实行以后，对于防止土地投机事业，颇著成效，地价亦无突涨之弊。其为良好的土地政策，

世人多称之。总理亦尝谓可以取法者也。 

    以上所陈述各点，只系地值税之普通原则，土地法于实施上能否得所期的效果，生产率之轻重，固关

系甚大，而估计地值方法，于运用上，亦至为重要。假如税率既高，可以估低其地值，打销高税率之效

力。若税率轻微，可以估高其地值，为之救济。查实行地值税各国，其估计地值，高至与市价相平者，实

占少数。平常不过达至市价百分之五下至七十为止。其估计至与市价相埒者，胶州行之近年。美国麻沙出

塞州之索福克府，亦号称估计地值，至与地价相埒云。是以税率之轻重，与估计地值之高低，互为因果。

但关于此点之决定，拟请留为起草法案时之斟酌余地，不必与税率原则，同时决定。而且各种施行手续及

方法，其可以影响于原则者，尚不知多少，均应于草拟条文时，再加斟酌，逐渐解释，较为详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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