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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际结算》是研究不同国家当事人之间因各种往来而发生的债权、债务经由银行来办理清算的
一门科学。
本教材是根据普通高等院校应用型特色规划教材编写计划，按照教育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学要求编
写的。
在国际经济全球化发展步伐加快，国际间的债权、债务关系频繁发生的背景下，结合我国银行业务发
展的特点，系统阐述国际结算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实务操作技能，并编入相应的案例，使之
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本教材的编写特色如下。
　　第一，教材内容与教学目标的需要相适应。
　　本教材坚持以职业教育为中心，以职业能力为本位，以岗位能力为核心，以技能教育为重点，以
就业为导向。
围绕国际结算专业技能型紧缺人才的职业技能要求，力求反映国际结算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
技能。
从特定的教学对象和教学目标出发，把握理论必需、够用的尺度，注重实践技能的培养。
　　第二，重点突出，强化实训。
　　本教材去除烦琐深奥的理论知识，以应会为主，应知为辅，突出操作，淡化理论，突出行业的针
对性，强调知识和技能的实用性。
重视学生操作能力的培养，强化教学中实用技能的训练，把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放在突出的位置，以
符合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要求。
　　第三，结构体例与实际操作程序相适应。
　　本教材力求适应国际经济发展变化的新形势，较全面地论述国际结算的有关理论及业务操作，采
用以国际结算中的票据、国际结算方式、国际结算中的单据、国际结算中的风险管理为主线，分环节
说明国际结算理论及应用的新思路。
　　第四，编排体例新颖，语言简练。
　　本教材的编排和语言的设计尽可能简化，体现精讲多练的教学方法，突出互动教学效果。
教材每章开头用通俗性语言将本章应学到的重点知识和能力加以概括，并以学习要点的方式加以提示
，使学生在开篇就知道学习的任务和要求，引起学生的注意。
同时，这也方便学生自我评价。
在每章的结尾，以小结的形式将本章的要点加以概括，起到进一步强化的作用，同时，对照知识要点
和能力要点，强化练习和实操训练，促进学生深入理解所学知识和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本教材由侯颖担任主编，鞠亚辉、陈振宇担任副主编。
具体分工为：第1章和第3.2节由姜春莉编写；第2章由侯颖编写；第3.1节、3.3节、第4章和第7章由鞠亚
辉编写；第5章、第6章由陈振宇编写。
侯颖负责全书的总纂、修改定稿。
并由在中国银行国际结算部的董广明主任主审。
　　尽管我们已经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由于经验和水平所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
恳请各相关教学单位和读者在使用的过程中给予关注并提出改进意见，以便我们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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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秉承新颖性、实务性、可操作性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编写原则，主要依据UCP600及其相关规
则的变化，以国际结算业务中最基础的汇款、托收、信用证业务为主线，辅以SWIFT实务案例，系统
讲解国际结算的基本原则、国际惯例及实务操作，反映国际结算领域的最新发展。
　　本教材内容务实，重点、难点突出，既可作为高职院校培养国际贸易、金融、经贸英语、电子商
务等专业应用型人才教学的教材，又可作为国际贸易工作人员岗位培训教材和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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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国际贸易是国际结算的基础　　国际贸易实务是指包括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洽谈、签订与履行
在内的全过程，货款收付是合同最重要的条款之一。
货款收回是卖方的根本目的和最主要的权利，货款支付是买方最主要的义务。
于是卖方就成为债权方，买方便是债务方，国际结算也就有了基础。
此外，国际结算还涉及货物运输、保险等环节，因为在凭单付款结算方式中，运输单据和保险单等都
是重要的单据，是进口方及银行付款必不可少的条件。
因此，国际结算从产生之日起就以服务于国际贸易为宗旨。
　　因此，掌握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及货币银行学等方面的知识是学好国际结算的基础。
　　1.1.4 国际结算的产生与发展　　国际结算制度是随着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生产力的提高、经济
的增长、货币制度、银行制度、信用制度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早期的现金结算　　现金结算（Cash Settlement）是与转账结算相对的，指在商品交易、劳务供
应等经济往来中直接使用现金进行应收应付款结算的行为。
　　在货币制度建立起来之前，国际贸易是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来进行的，货币出现以后，国际
贸易从“物物交换”进入到了现金结算阶段，即以黄金、白银等贵金属作为清偿债权、债务的工具。
例如，早在两三千年之前，中国古代的丝绸就沿着丝绸之路到了欧洲，那里就长期使用黄金、白银和
部分铜铸币来进行结算。
地中海各国在中世纪也是用金银或其铸币来清偿贸易所产生的债权、债务的。
现金结算在早期的国际贸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加速了各国贸易的往来，
有利于国际分工的进一步深化。
但是，在现金结算时代，由于需要长途运输，而充当货币的贵金属在运输途中风险大、费用高、占压
资金的时间长，给贸易商带来了诸多不便。
同时，使用贵金属结算还存在着计量、清点及辨别真伪的困难。
因此，随着国际贸易规模和交易量的扩大，现金结算方式己不能适应国际贸易的发展。
　　2.支付的票据化　　早在公元前2000年，古希腊、罗马就出现了票据的雏形，古老的类似于银行
的机构收了商人的黄金、白银后就给商人签发一张叫“银号”的票据。
有了这样的票据后，荷兰人就可以持票据到罗马采购，罗马人就可以拿着荷兰人交来的票据到英国进
口商品。
到了公元12世纪，地中海沿岸一带国家的汇兑商（现在银行的雏形）通过发行汇票（这种汇票类似于
信贷银行业务的国际汇兑业务）来进行国际结算。
例如，罗马的商人要到希腊购买50万两黄金的布匹，他就把50万两黄金交给本国的汇兑商，汇兑商就
给他签发一张50万两黄金的票据，罗马人拿着这张汇票交给希腊商人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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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系列教材特点：　　工学结合——教材体系突出教学过程的实践性、开放性和职业性，强化职
业能力培养　　校企联手——教材内容兼顾职业资格考证，提升岗位竞争能力　　案例贴切——教材
案例贴近实际，缩短学生校内学习与实际工作的距离　　资源丰富——教材配有电子教案、参考答案
等教学资源，免费下载，方便教学　　作者优秀——来自一线的“双师型”骨干老师，倾力打造实用
型精品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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