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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有一位六十多歲王姓經營餐飲業有成的商人，正當他鴻圖大展，生

意鼎盛的時候，不幸被病魔找上身，二個多月以前在無預警的狀態下突然中風，

導致癱瘓在床不能行動，說話口齒不清，無法表達內心意思。他的大兒子只好在

緊急情形下跳出來接棒，使父親多年辛苦經營的龐大事業營運不致中斷。幾天以

前，王姓第二代的接班人把父親辦公室內一具專用保險箱打開，想要清點箱中的

財物，保險箱打開以後，讓這位接班人非常驚訝，原以為這具專供存放貴重財物

的保險箱，必定存有大批耀眼的財物，結果竟看不到值錢的物品，只有一些單據

和一大疊應該是客戶所簽發的支票，金額大大小小都有。算一算竟高達二百多萬

元。在大失所望之下，只好把票據取出，交給公司職員整理，準備逐筆追討這些

票據債務。 

公司職員把這些票據製作清單，依照王董的指示送給擔任公司法律顧問的

律師過目，研究對這些票據債務人採取法律行動討回票款。這位律師約略地看了

一下，便皺起眉頭告訴這位職員說：「想要討回這些票據的票款，除了幾張沒有

超過一年的支票可及時來起訴追討以外，看來或許有點希望。其餘的支票發票日

期都已超過一年，能不能提起民事訴訟還得仔細研究。」 

與律師商談的職員把律師的意見回報王董以後，精明的王董對律師提供的

意見，除了要趕快採取法律行動部分就決定請律師著手進行以外，有些票據部分

還是難以理解，以他在商場打滾多年的經驗，只知道除了現金以外，支票是很好

的支付工具，交易的一方開出支票給對方，等於已經付清了該付的款項。如果一

時籌款不及，無法支應票款，也都會多方拜託，暫時不要提出交換。這些支票可

能是他父親厚道，不忍見到對方退票有損信用，就留下來了。支票認票不認人，

有票在手就可以要求對方付款。他可沒有父親那樣善良的心，款項應該收回就得

收回。他真的不清楚支票還有超過一年不能起訴的規定，很想瞭解這些法律上的

規定。 

***            ***             ***           ***           *** 

這位臨危就任的王董，治理公司的能力，雖然還有待時日的.磨練，處理他

父親留下來的這些票據爛帳，倒顯出做事果斷的魄力！只是在時間上已經為時已

晚。支票的確像這位第二代接班人王董所說的是「認票不認人」，支票在誰的手

中，誰就是票據債權人，可以憑手中支票主張票據上權利。另外支票在票據法上

又被稱作「無因證券」，也就是說支票的發票人，不能用簽發支票的原因來對抗

執票人，不問這支票是自己用來清償債務，或者借給他人使用，都不能用任何理

由來卸責，除非支票的執票人取得的支票出於惡意，或是因為詐欺得來，才可以

用來對抗執票人。由於支票具有這些不容發票人任意推卸發票責任的特性，還可

以背書將支票上的權利轉讓他人；或者向金融單位貼現，在支票發票日來到以前

先取得票載金額的現金。所以在商場上頗受各界歡迎。為了抑制支票的流通過於



擴張，害及社會整體經濟，票據法也對支票的使用作了一些限制，例如：票據法

第一百三十條第一款規定，支票執票人所執的支票，發票地與付款地是在同一省

(市)區內者，執票人應該在「發票日後七日內」，向付款人也就是銀行或其他經

財政部核准可以辦理支票業務的金融單位，為付款的提示。付款提示受到拒絕，

應該依同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的規定「應於拒絕付款日或其後五日內，請求作成拒

絕證書。」才能向票據債務人，包括背書人、發票人行使追訴權。行使追索權的

時候，還可以依第一百三十三條規定，請求自為付款提示日起的法定利率的利

息。執票人不在法定的期間為付款的提示與作成拒絕證書，依第一百三十二條的

規定，就喪失對發票人以外的其他票據債務人的追索權。經過法定期限後的付款

提示，如果發票人的帳戶內的存款足夠支付票款，依第一百一百三十六條的規

定，付款人仍舊可以付款，除非這紙支票發行已經屆滿一年。那位律師皺起眉頭，

告訴王董的公司職員指的就是這種情形。 

票據法中有關支票的的付款提示期限的「發票日後七日內」、「拒絕付款日

或其後五日內」，與「得請求自為付款提示日起之利息」的有關期日及期間的規

定，都是民法一百十九條、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二項的所稱特別規定，所以都要適

用票據法的規定，始日是要計算入內的。過去最高法院有一則認為應適用民法的

五十三年臺上字第 1080 號判例，也在四年前被最高法院民庭會議決議廢止。實

務上看法目前已趨於一致，遇到票據上有關期日、期間的計算，還是多翻翻票據

法的有關規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