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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国际结算作为涉外经济活动的重
要环节，在国际贸易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国际结算也是银行国际业务重要的组成部分。
因此，全面系统地学习国际结算知识、熟练掌握有关国际结算业务的基本操作技能，对于从事银行、
进出口贸易等业务的相关人员以及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等专业的高等院校学生来讲，都是非常重
要的。
　　国际结算是一门理论与实务相结合的课程，着重于理论在实际业务中的应用。
我们在以往的教学实践活动中很难找到一本简单实用的教材，由此产生了编写这本教材的初衷。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突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结构清晰，化繁为简。
本教材在每章都设有学习目标、本章小结和复习思考题使教材在篇章结构上条理清晰，可以使学生系
统掌握每章的理论脉络，起到“纲举目张”的学习效果。
本着易教好学原则，在理论方面避免琐碎的文牍章程，突出国际结算的流程规则和操作要点。
　　二、内容新颖，时效性强。
本教材的编写紧密联系了国际结算的最新发展情况，自2007年7月1日，UCP600已正式取代已经适用13
年之久的UCP500，成为信用证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一套规则。
本书结合《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600》和《国际标准银行实务，ISBP》阐述信用证的相关内容。
　　三、偏重实务，操作性强。
本教材在内容形式上，力求通过图表、示样等的运用使知识点更易掌握，比如在信用证内容介绍以及
票据、单据的介绍中附加了大量的样本，非常直观；在内容上吸收了相关案例，将理论与实践在每一
个知识点上密切结合，引导学生积极思考问题，对学习更有兴趣。
　　本书共计10章，主要包括国际结算票据、国际结算方式、国际结算融资等方面内容，关于单据部
分，主要介绍信用证项下的运用。
其中1～8章由孙莹编写，9～10章由金星编写，全书由孙莹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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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在每章都设有学习目标、本章小结和复习思考题使教材在篇章结构上条理清晰，可以使学生系
统掌握每章的理论脉络，起到“纲举目张”的学习效果。
本着易教好学原则，在理论方面避免琐碎的文牍章程，突出国际结算的流程规则和操作要点。

本教材在内容形式上，力求通过图表、示样等的运用使知识点更易掌握，比如在信用证内容介绍以及
票据、单据的介绍中附加了大量的样本，非常直观；在内容上吸收了相关案例，将理论与实践在每一
个知识点上密切结合，引导学生积极思考问题，对学习更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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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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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到15-16世纪，贸易中心又移到大西洋沿岸，殖民地的不断开拓使葡萄牙的里斯本、西班牙的塞维
尔、比利时的安特卫普、英国的伦敦等先后成为繁华的国际贸易港口，它们的贸易范围远及亚洲、非
洲和美洲。
随着贸易的扩大，以运送白银黄金了结债权债务的方式，已不能适应贸易的需要。
因运送白银黄金风险大、清点不便，既浪费时间又积压资金，于是商人们开始使用“字据”来代替白
银黄金，这个“字据”就是票据的前身。
国际结算的业务量越大，使用票据的优越性就越能显示出来，它不仅避免了风险，而且节省了时间和
费用，从而促进了贸易的发展。
这个阶段是票据代替现金、金钱被单据化的开始阶段。
如在14-15世纪，意大利的一些重要商业城市，像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出现了一些早期的银
行，开始使用汇票，通过办理汇兑业务从事非现金结算，但受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加之交通、通讯的
落后，国际贸易的规模、范围以及商品的种类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同时货币、银行业也不发达，真正
意义的现代银行还未产生，所以非现金结算只是部分取代了现金结算，并未占主导地位。
　　18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有了较快的发展，大工业生产代替了手工作坊和个体生产方式，导致生
产力空前提高，产品大大增加，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为国际贸易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交通和通讯设施的不断完善，国际间的距离被缩短，国际贸易活动几乎
遍布全球，国际间政治、文化等的交往和交流也越来越多。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国际结算逐步以非现金结算为主，并且随着银行业的发展，买卖双方的直
接结算演变为通过银行进行间接结算，以银行为中介的国际结算便得以普及，使银行成为国内和国际
结算的中心。
　　二、从凭货付款发展到凭单付款　　到18世纪，随着贸易量的增加，商人们不再自己驾船出海，
而是委托船东运送货物，船东们为了减少风险又向保险商投保，这样，提单、保险单等也相继问世。
商业、航运业、保险业分化为三个独立的行业。
为了明确买卖双方的责任，票据、提单、保险单逐步定型化，并成为可转让的流通凭证，尤其值得一
提的是，海运提单由一般性的货物收据转变为可以背书转让的物权凭证，这种变化给国际结算带来了
深刻的影响：买卖双方“凭单付款”代替了以往“凭货付款”，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凭单付
款”就已相当完善了，买方之所以可以凭着单据付款而不是货物，是因为单据代表了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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