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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电子数据交换（EDI）技术自20世纪80年代末问世以来得到了迅速发展，很快成为当今国际贸易
数据交换的主流。
国际社会非常重视EDI技术的发展，联合国贸易便利化与电子业务中心（UN/CEFACT）为了保证国际
贸易电子数据交换顺利、高效、有序地进行，专门研制和发布了一套完整的EDI标准化理论。
这套理论分为业务标准、技术标准以及法律标准，它们由229项具体的标准组成。
如此众多的标准必然给读者和用户在学习和使用上带来困难。
　　复杂的技术和庞大的标准体系使得我国目前还没有一所大学开设EDI的课程，也没有成熟的EDI教
材。
而在实际工作中，很多用户缺乏EDI理论知识。
为此，作者将自己从事国际贸易便利化与标准化近30年的经验和研究成果撰写成书，目的是将研究成
果推向社会和应用，满足相关读者和用户的实际需求，为读者和用户提供一本全面解析EDI标准化理
论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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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全面解析电子数据交换（EDI）标准化理论的书籍。
全书从电子数据交换标准化的原理和方法入手，将电子数据交换与国际贸易单证以及基于XML的电子
商务的数据结构和原理方法进行比较，重点解析电子数据交换业务标准、技术标准以及法律标准，同
时为读者和用户综合应用这些标准提供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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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在国内开展国际贸易单证标准化、电子数据交换（EDI）标准化以及基于XML电子商务标准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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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六条 报文和传送　　（1）一个贸易数据报文可以涉及一个或多个贸易交易，并应包含与每笔
交易相关的标识符和根据有关的TDI-AP验证报文完整性和正确性的方法。
　　（2）传送应标识发送方和接收方，它还应包括验证方法，该方法通过传送本身使用的技术或通
过有关TDI-AP中提供的其他方法验证传送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第七条 传送的确认　　（1）传送的发送方可以要求接收方对所收到的传送予以确认。
确认可以用所使用的远程传输技术或在有关TDI-AD提供的其他方法来完成。
直到按照发送方的请求进行确认之后，接收方才按传送的报文运作。
　　（2）如果发送方在适当的或约定的时限内未收到所请求的确认，则应采取行动获得确认。
如果采取了行动且在下一个适当的时限内仍未收到确认，发送方应使用与第一次传送相同的方式，或
在必要时采用其他方式通知接收方。
只要发送方这样做了，就可认定最初的传送未被接收方收到。
　　（3）如果接收到的传送处于顺序不对、格式不正确和不完整，接收方应尽快通知发送方。
　　（4）如果传送的接收方知道该传送不是发给它的，则应尽快采取适当的行动通知发送方，并应
从其系统中删除该传送中的信息（不包括贸易数据日志）。
　　第八条 内容的确认　　（1）为使传送内容所规定的任一后续意图和行动不受损害，传送的发送
方可以请求接收方通知他该传送中的一个或多个标识的报文的内容是否正确。
直到按照发送方的请求进行确认之后，接收方才按传送的报文运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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