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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关于外贸单证方面的书，市面上有不少，但梁雪松教授的《出口实务难点新解》一书确有独到之
处：它除了给读者提供一些必备的外贸常识，如对广交会、中国对外贸易的认识以及每章后面的专业
名词解释等。
此外，还以实际业务的处理规则为依据，以专业的笔法将日常业务中涉及到的单证种类、内容、条款
及缮制方法呈献给外贸学习者，使他们能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去把握和领会信用证条款的意义、单证流
转的各项程序。
特别是对一些英文常用词的转义与理解，作者作了详尽的论述，使读者可以自学自解，以应用于工作
实践当中。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对外贸易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但机遇与挑战同在。
外贸人的任务更加艰巨，外贸生意不但要做大，还须做强，市场需要大量高素质的外贸人才，需要大
量能在各种对外贸易谈判中挥洒自如的通才。
业务员仅仅会做单并停留在外贸的一般层次上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设法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外语水
平。
进出口贸易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经济活动，一般说来，一个业务员一年起码应该好好阅读一本国际贸易
方面的专著，包括一些原著以探究实践中遇到的难题。
唯此，才能不断适应日益变化的形势，才能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国际市场中把握自己的生意。
从这个意义上讲，梁教授的这本著作在外贸实务方面作出了有价值的尝试和贡献，书中使用的语言是
“工作语言”，案例也都是从实践中提炼的精短案例。
这本内行人撰写的专业书，尤其值得有志于从事外贸事业的新人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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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外贸指的是一国与外国进行的商品买卖活动。
所谓单证指的是用来做这种交易的各种结算、收付的纸质凭据或文件。
本书开篇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对中国近年来的国际贸易相关背景作了简要点评。
主体部分围绕国际贸易术语、票据与结算、付款方式（汇付、托收、信用证）、海运与提单、海运保
险、单据的抬头与背书等展开论述，并辅以精短案例。
全书以国际商会2007年10月最新修订的《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600）》为依据，将实务中单证的
核心定义与概念、内容与格式、应用与操作、中英文条款的审读与翻译，以及案例等融为一体，就其
核心和疑难之处作了系统而精致的论述。
    本书详解出口中的难点问题，相信会为正在从事外贸事业以及有志于外贸事业的人员，提供适时而
有益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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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雪松，曾从事外贸出口工作10余年，现为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外国语言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
英语高级副译审，宁波翻译学会理事，广州大学“应用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1960年10月出生于甘肃兰州。
1983年8月本科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外语系。
1991年获美国西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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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章 付款方式　　第一节 总论　　目前出版的有关国际贸易类、国际（结算）贸易实务类的
教材或专著有近八九十种之多，在众多该类书籍中，对支付方式和结算工具这两个概念存在着称谓不
确切的问题。
有些书把结算方式与支付方式列在同一个章节题目下；有些书把汇付、托收和信用证等称为支付方式
，有些则叫支付工具，或结算方式、结算工具。
同一个概念却有这么多叫法，造成专业概念上的混乱。
　　国际贸易中的支付方式（付款方式）指的是汇付（Remittance）、托收（Collection）和信用证
（Letters of Credit）等方式。
它们是国际间因商品交换而发生的、以货款为主要内容的债权债务的清算方式。
不同的支付方式意味着不同的支付时间、支付地点和支付方法。
国际市场上比较典型和惯用的是汇付、托收与信用证三种。
在国际贸易实践中应用比较广泛的是托收和信用证。
外贸实务当中，只有签订了合同，并在合同中确定了哪一种支付方式以后，才存在使用何种结算工具
即出具哪一种票据的问题。
无论是哪一种支付方式，都离不开票据的行为，例如商业汇票、本票或支票。
票据是国际贸易结算与信贷的核心工具，是可以流通转让的债权凭证。
因此，支付方式与结算工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从广义上讲，支付方式本身是无形的（invisible），而结算工具即票据却是有形的（visible）载体，即
托收或者跟单信用证都需要汇票这个载体才可实现它的支付功能。
　　由赵薇主编的东南大学出版的英文版教材《国际结算》一书，其章节与目录称谓较为严谨，如“
商业汇票、本票与支票”这一章译为“negotiable instruments”，即“结算（可转让、流通的）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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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工作中的语言，实践中的案例，内行人写的专业书。
　　——中国加入WTO世贸组织谈判代表商务部《国际商报》副社长、副总编辑　张益俊　　现代社
会，信息爆炸，国际贸易实务操作方面的书籍贵在解决实际问题。
一部作品，无论题材如何，其优劣和生命力，要靠时间和实践来检验，相信作者的这部著作能经得起
这种检验。
　　——甘肃省商务厅副厅长 冯毅广　　中国外贸神奇发展30年后，新的问题就不断被提出来。
尽管每一个阶段的突破都已经变得非常不易，面对各种变数我们依然精神振奋。
因为，在这样的书里，有十分清晰的思路和非常适用的工具。
　　——扬州苏美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何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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