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票据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票据法>>

13位ISBN编号：9787561543795

10位ISBN编号：7561543794

出版时间：2012-9

出版时间：陈芳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2-09出版)

作者：陈芳

页数：34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票据法>>

内容概要

　　《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教材系列：票据法》以票据法理论体系为论述线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票据法》以及相关的一系列法规为主要的基本依据，同时对日内瓦票据法系和英美法系各国的相关票
据法律规则作了一定的比较分析。
由于票据法律制度是建立在有价证券法理基础之上，因此《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教材系列：票据法》
通过对票据的上位概念，票据与证券的归属关系，从证券的概念、特征来探求资产证券化在经济生活
中的意义。
资产证券化的产物——有价证券——能把原有的、固定的、僵死的权利通过流通而变活，使财富实现
空前的流转利用，满足现代社会财产资本化的需要，因此，资产证券化成为现代经济生活重要趋势之
一。
《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教材系列：票据法》将有助于读者理解与把握资产证券化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
意义，有助于读者理解权利证券化的设计、证券的基本原理对票据制度形成的技术支撑作用，理解有
价证券的原理是票据制度的基础。
简言之，《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教材系列：票据法》注重从票据的证券法律性质（形式上）及票据的
功能要求（实质上）来分析票据法律制度，探求票据立法的法理。
　　全书共分为十二章，分别为：票据法基础理论、票据法概述、票据行为、票据法律关系、票据权
利与票据义务、票据抗辩、票据时效、票据瑕疵、空白票据、票据的丧失与救济、汇票、本票与支票
。
附录附上相关法律法规以便读者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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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证券从物理外观上看是一种书面凭证，一个物，但这个物与民法上典型意义的“物”是不同的，
近现代民法上的“物”，从其商品属性而言，是有使用价值，能直接被主体所利用。
但证券这个“物”基本上没有使用价值，不能直接为其持有人提供效用。
证券的根本价值与意义在于其上所代表或表彰的民事财产性权利，不同的证券，其权利不同，比如看
电影、乘车、乘船、行使股东权等等。
“证券”对于我们来说，实际上并不是生疏的东西，并不是专指股票、债券这类金融性资产，而是存
在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方面，除以上提到的车船票、入场券外，银行存折、物品寄存处的寄存票
、邮票等，因其满足表彰一定民事财产性权利的特性，都可以被纳为证券一族。
证券在现实生活中种类繁多，为了便于认知，把握其个别属性，可对其做进一步的分类。
如上所述，证券的本质属性就是权利附着在其书面凭证上，因此，依据权利与证券这个书面凭证的结
合程度为标准，证券可分为：　　（一）资格证券（免责证券）　　我们去火车站候车时，为了避免
随身携带行李的麻烦，会将其临时寄存，寄存时换取存物处的存物牌，就是一种权利凭证，它意味着
持有存物牌，就可享有提取存物牌项下行李的权利，这种存物牌即为典型的资格证券，其他诸如银行
存折、银行卡也是资格证券。
之所以将存物牌、银行卡这类证券称为资格证券，原因在于：占有、持有这种证券的人在法律上就被
推定为证券上所表彰的民事财产性权利权利人的资格，持有人可以凭证券行使相应的权利。
即使他并不是权利人本人，照样可以行使权利，例如，到银行取款的时候，只要存折上的姓名、账号
等与银行记载相符，即使不是存折的权利人，只要持有银行存折也可以代为取款，向银行请求行使存
折上所表彰的提取款项的权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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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陈芳编著的《票据法》共分为十二章，分别为：票据法基础理论、票据法概述、票据行为、票据法律
关系、票据权利与票据义务、票据抗辩、票据时效、票据瑕疵、空白票据、票据的丧失与救济、汇票
、本票与支票。
附录附上相关法律法规以便读者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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