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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票据丧失救济制度的概述

在当今时代，票据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际都已渐渐成

为货币市场的主流。以《票据法》为例，票据作为市场交

换和经济活动中的载体之一，对促进和保障中国的经济发

展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应该遵循票据法律制度，正确

认识和保障票据的发展。然而，随着票据的流通和使用，

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票据丧失的情况，这时，一些针对

票据丧失的救济方法也将应运而生。

1.1 票据丧失的含义及意义

通常而言，票据比较灵活多变，容易丢失，这种情况

有票据遗失、被盗、焚烧和撕毁等。由此我们可以将票据

丢失的状况分成两类，一类是票据从形式和实质上失去了

存在的意义，票据完全无效；另一类是失票人对票据的丧

失只是形式上的，票据仍有法律效力，丢失的票据的主人

享有票据权利[1]。

随着中国《票据法》的完善，票据丧失的救济方法不

断被提出，票据方便、快捷、安全有效的特点对促进经济

交易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由此可见，对票据实行救济措施

还是有理可依的。首先，票据丧失救济制度有益于阻止其

他不明当事人转移或非法提现票据上记录的款项。其次，

票据丧失救济制度有利于受让人阻止丧失的票据继续流通

转让。最后，票据丧失救济制度有益于促进票据流通市场

的进步，加强对丢失的票据进行管理，这不仅保护了与票

据有利益关系的当事人，还加深了人们对票据使用的信

任，从而引起更多的人使用票据，继而加快了票据流通市

场发展的步伐。

2 中国票据丧失的三种救济制度

如前所述，票据丧失的救济不仅有利于完善中国的票

据法律制度，还有利于经济交易活动的顺利完成。中国对

票据丧失的问题概括了三种救济制度，这三种救济制度不

仅在独自分开进行时能发挥重大作用，在相互结合时发挥的

作用更大。然而，失票人具体要选择哪一种，要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下面论文将对三种救济制度进行具体的分析。

2.1 挂失止付制度

中国挂失止付制度在产生法律效力的时候有一定的时

间限制，如果受理票据丧失的责任人在向付款人发出止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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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书的时间在确定的时间之外，止付通知书就失去了法

律效果，付款人暂不停止对持有票据的人付款的行为，这

时，票据上的款项很有可能被人转移，失票人的维权行为

也得不到保障。而如果付款人收到通知书的时间也在确定

的时间之外的，与前面同理，挂失止付就失去了原有的价

值。

2.2 公示催告制度

公示催告是指，法院根据申请人的请求，借用不同的

媒介通知并催促相关人员在确定的时间内伸张自己的票据

归属权，由于这中间还涉及到了失票人之外的人的利益，

因此相关人员应及时确定自己的票据归属权，并且要在法

律允许的范围之内，法院也应该尽最大的力量保护相关人

员的合法利益，相关人员要尽量配合法院的工作，争取早

日实现自己应得的权益。由此可见，这个伸张权利的过程

是有时间限制的，而超过这个时间规定的，失票人遗失的

票据上的权利就会被不明当事人转移，这时，票据就会变

为一张废纸。中国票据法规定，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的

行为是无效的，这意味着在此期间善意获得票据的人无法

得到法律的保护。

2.3 普通诉讼制度

在对不慎丢失的票据进行救济时，票据在普通诉讼程

序中交易的状况明显比公示催告程序中活跃。就普通诉讼

程序中的详细规定，法院注重对善意第三利益人的保护，

在确定的时间之外，只要票据的交易过程合乎法理，原持

票人和第三人都有权获得自己应得的票据利益。而公示催

告程序中规定，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的行为是无效

的，这一说法明确限制了票据的交易。因此，对比两种制

度，票据在普通诉讼程序中的流通更加可行有效。

综合上述内容，中国挂失止付制度产生的法律效果具

有临时性，时效期短，操作简单，公示催告制度实施起来

比较复杂，程序繁冗，但对于票据丧失的救济效果明显比

挂失止付好。而普通诉讼制度规定的范围比较全面，保护

了票据上所有利害关系人的利益。

3 中国票据丧失救济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如前所述，各国对票据丧失的救济可谓是各有千秋，

虽然说法众多，但对各国票据的保护所产生的实际效果还

是有所不同的。中国在拯救丢失票据这一方面作出了很多

努力，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常言道，机遇总是伴随着风

险，要想成功就不能忽视风险的存在。中国对票据丧失的

救济虽然有很大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许多不能忽视的弊

端，因此，我们需要从双方面来看待票据的丧失[2]。

3.1 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无效的质疑

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的

行为无效。”在这样的规定下，票据的流通性就会降低很

多，其他不明当事人也不能随意地将票据上的金钱转移出

去，因此，如果有不怀好意的人想趁此机会谋取利益，将

风险转移给其他善意人，其善意人无法得到法律保护时，

该人应赔偿善意人的损失，否则，法院将自行作出决定：

在各种媒体上宣告票据无效。普遍的情况下，这样的做法

能够为丢失票据的当事人确保他们的利益，但是难免会有

不法的持票人运用这一规定钻了空子，而使得善意的第三

方遭受到了损失。这一规定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票据

的正常流通的。

3.2 救济主体的局限和扩展

根据对票据法的总括，失票救济主体的界定要满足三

个条件：一是失票人是票据丧失前能完全控制票据的人，

票据是从他手中丢失的，并且该行为是合乎法律规定的；

二是失票人必须在全方面都有要求付款人付清票据上记录

的款项的资格，如果票据在遗失过程中被不怀好意的人取

得，比如说该人抢了别人的票据，那他就没有享受权利的

资格，还有如果持有票据的人犯了很大过错，并且违背了

法律的规定的，也不能有提取票款的资格；三是票据上必

须有失票人的名字，这样才能在票据丧失时确认票据的归

属人。

3.3 挂失止付和公示催告的滥用与防范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下，票据渐渐成为货币市场

的主流，频繁使用，票据丧失的情况也大量产生，在解决

票据丧失的过程中，各种方法层出不穷，不计利弊，大大

阻碍了票据流通市场的进步，中国的挂失止付和公示催告

制度也没得到合理应用，被滥用的主要情况是伪报票据丧

失。那伪报票据丧失又是什么情形呢？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的行为是无效的，本人认

为这一规定是不合理的，因为它给了不法分子伪报票据丧

失的机会，为了谋取私利，他们会借机把票据上的钱转移

出去，这样风险就成了善意人的，普遍的情况下，这样的

做法损害了出于善意转让票据的第三人的利益，也是一种

伪报票据丧失[3]。

犯罪分子利用止付通知不能送达代理付款行的缺陷进

行诈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遗失的票据上没有填明代理

付款行，犯罪分子在获得票据后，在向代理付款行提示付

清票据上记载的款项时，代理付款行很可能受理该票据，

将票款支付给了犯罪分子，因此，申请人的利益就受到了

损害，代理付款行要承担赔偿责任。

4 结语

为了保障中国票据市场的正常运行，中国要加大对票

据丧失救济制度的管理。一方面是提高挂失止付和公示催

告的门槛，减少伪报票据丧失的发生，这个是从票据的程

序上加以规范的一种，而另一方面是加强对会计财务人员

的管理，提高财务人员的素质，树立保管好票据的财产意

识，这个是从票据的管理人员加以规范的一种。然而，无

论是哪一种方法，我们都要遵循法律的规定，依法救济票

据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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