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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出口经营权由审批制过渡到登
记制，对外贸易得到迅速发展，因而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结算专业人才的需求也会急剧增加。
为适应培养实用型、应用型人才的需要，我们依据我国国际结算实践及相关国际贸易惯例编写了此书
。
　　国际结算是国际经济贸易与金融类专业的核心课。
本书按照理论与实务、定性与定量、原理与技巧相结合的原则，系统地介绍了国际结算的有关内容，
是一本体系较新的教科书。
本书与同类其他教材相比，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国际性　　本书密切联系国际结算操作习惯，
依据国际惯例，特别是《托收统一规则》（国际商会第522号出版物）和《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国
际商会第500号出版物）两大国际惯例，来说明、分析国际结算业务；同时，对主要国际结算业务采用
中英文阐述。
　　二、实践性　　本书特别注重实践性，采用大量的国际结算案例，来解释、分析国际结算业务，
同时在主要业务章节后面，安排实训题，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以实现“理论与实践零距离”。
另外，本书与银行国际业务操作现状同步，强调学生实践实训仿真化，以实现“毕业与上岗零过渡”
。
　　三、系统性　　本书特别重视各业务操作流程及其内在联系，比如信用证业务中信用证与单据、
单据与单据之间的关系，倡导和实践各个业务知识的相互联系和综合运用。
　　本书由多年从事国际贸易和国际结算教学的教师和商业银行国际业务一线工作的业务骨干共同编
写。
参加编写的人员有章安平（第一章、第二章）、张海燕（第三章）、叶红玉（第四章、第五章）、张
有峰（第六章）、周雪梅（第七章）、陈株剑（第八章）、周亚玲（第九章）、翁旭清（第十章），
全书由章安平拟定大纲并总纂。
　　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国际业务部和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国际业务部
的大力支持，在此特别致以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尚有不完善之处，望读者惠予指正。
　　作　者　　2004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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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结算（第2版）》以国际贸易支付结算为主线，以信用证结算方式为中心，以国际贸易惯
例为依据，系统地介绍了国际结算的基本原理和业务操作规范。
全书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国际结算的票据，包括汇票、支票和本票；第二部分介绍国际结算方
式，包括汇款、托收、信用证、银行保函和保理业务。
全书注重实务性，结合众多的国际结算实务操作案例进行讲解和演示，帮助学生提高动手能力。
《国际结算（第2版）》可作为高职高专国际贸易、金融、经贸英语、电子商务等专业的教材，也可
作为国际贸易从业人员的岗位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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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国际结算特点　　一、传统国际结算　　最早的国际结算开始于何时已无法确定，但国际
结算是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而产生却是不容置疑的。
最初的国际贸易是以物物交换的方式进行的。
在黄金白银充当贸易中的一般等价物并成为世界货币后，国际结算也随之产生。
　　早期的国际结算业务都是现金结算，即靠直接运送现金到国外的方法支付货款和清偿债务。
在国际结算产生及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国际结算都是以这种传统的方式进行的。
可以说，现金结算、直接结算和凭货付款是传统国际结算的三大特点。
　　二、当代国际结算及其特点　　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与扩大，以现金结算为主的传统国际结
算已不再适应国际贸易的需求。
国际结算随之逐步地发展过渡到融入票据、单据及银行信用的当代国际结算。
　　1.票据的产生和广泛应用，使国际结算从现金结算发展到票据结算　　早期的现金结算要清点和
识别真伪，远途运送费时费力，而且有风险，因此，只有在交易少、交易量小的情况下才能应付。
公元¨世纪，当时的欧洲国际贸易中心——地中海沿岸城市，商人们为了寻求贸易的方便，开始使用
“字据”来代替现金。
以后又在此“字据”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汇票等票据。
到了16～17世纪，这些票据已被广泛用于国际结算领域。
随着结算业务量的增加，使用票据的非现金结算方式日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
到了18世纪以后，票据的概念已被普遍接受，票据就开始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票据。
　　2.物权的单据化，使付款方式从“凭货”付款发展到“凭单”付款　　在票据发展的同时，随着
贸易量的增加，商人们不再亲自驾船出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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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航运业、保险业就分化为三个独立的行业，并出现了提单、保险单等代表物权的单据，
这些单据成为转让、买卖和抵押的对象。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凭单付款的结算方式已相当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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