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际结算>>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国际结算>>

13位ISBN编号：9787309060737

10位ISBN编号：7309060733

出版时间：2008-7

出版时间：复旦大学出版社

作者：顾建清 编

页数：37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际结算>>

前言

　　国际结算是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过长期的实践，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基本理论、法律规范和国际惯例。
　　教材是培养人才的基本要素之一，编写一部合适的教材是发展教育的基础工作。
本书作为国际经济与贸易类和金融类《国际结算》课程使用教材，有如下特点：　　1．结构合理。
全书依次由国际结算工具、国际结算方式、国际贸易融资、国际结算单据和非贸易国际结算等部分组
成。
　　2．实务性强。
全书在阐述各项国际银行业务时，提供了必要的格式样本和操作程序图解。
　　3．与国际接轨。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阅了国际商会诸多最新出版物，尽可能及时而全面地反映当前国际结算的国内
外立法、国际惯例的新情况和新发展。
　　本书共分九章。
由顾建清拟订总纲、结构和要求，顾建清、姚海明、袁建新任主编。
参加编写的人员有：顾建清（第一、二章）、袁建新（第三章）、毛群英（第四章）、姚海明（第五
、八章）、郑晓玲（第六、九章）、陶丽萍（第七章）。
全书由顾建清、姚海明统一修改和审定全部书稿。
　　在写作本书过程中，参阅了国内外大量资料，恕不一一列举，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对于本书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恳请读者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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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国内外有关国际结算的立法和国际惯例为基础，用科学的观点与方法分九章分别阐述了国际结
算工具、国际结算基本方式、国际结算辅助方式、国际贸易融资、国际结算单据和非贸易国际结算等
内容。
    本书作为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通用财经类系列”教材之一，在作为国际经济与贸易类、金融类
专业本专科阶段教学用书的同时，也可作为国际贸易与金融从业人员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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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旅行支票　　二、 旅行信用证　第四节 侨汇和外币兑换　　一、 侨汇　　二、 外币兑换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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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思考题　附录八 《托收统一规则》（国际商会第522号出版物）　附录九 《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
（国际商会第600号出版物）　附录十 《见索即付保函统一规则》（国际商会第458号出版物）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际结算>>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国际结算导论　　第二节　国际结算的产生和发展　　一、国际结算的历史演变过程　
　国际结算产生于国际贸易，并随着国际贸易和其他国际交往的扩大而不断发展和完善。
不同时期的国际结算具有不同的特点。
同时，国际结算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国际贸易的进一步扩大。
　　（一）国际结算的产生　　国际结算以国际贸易的产生和发展为前提，但它们并不是同时产生的
。
国际贸易的产生早于国际结算。
　　国际贸易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
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不断增加，产生了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商品流通超
出了国界便出现了国际贸易的萌芽。
最初的国际贸易是以物物交换的形式进行的，随后产生了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实物货币。
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在黄金、白银充当一般等价物之前，还不存在国际结算，只有到了封建社会，金
、银成为货币，充当统一的一般等价物，行使价值尺度、流通、支付和储藏手段职能，并充当世界货
币后，国际结算才得以产生。
　　（二）国际结算的发展和完善　　在国际结算产生初期及此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国际结算都是以
传统的方式在进行。
这就是贸易商之间直接以现金支付进行结算，买卖双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银货当面两讫。
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和银行职能的变化，传统的国际结算不断发生着变化。
　　1．票据的产生和推广，使国际结算由现金结算发展到非现金结算　　早期的国际结算是原始的
现金结算，这时主要以金银铸币作为结算手段。
买方直接将金银货币交付卖方，以清偿债务。
远途运送金银不但风险大、费用高，而且难以清点和辨别真伪，这些都给国际贸易商带来很多不便。
当交易量较大、交易活动频繁时，这种不便就更为突出。
因此，现金结算也就不能适应国际贸易大规模发展的需要。
　　逐步取代现金结算的是票据结算，即非现金结算。
现代票据制度的产生和完善，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1）兑换商票据时期。
票据产生于公元11、12世纪的欧洲国际贸易中心——地中海沿岸城市。
由于各城市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的发展，产生了大量不同货币兑换的需要，并由此产生了专门从事货
币兑换业务的兑换商。
为避免运送现金发生的风险，减少运输费用，于是出现了为代替现金运送，而由兑换商在本地收取现
金，再向异地的兑换商发出书面证明，由异地的兑换商进行支付的办法。
这种由兑换商签发的书面证明即是早期的票据。
　　票据兑换的过程如下：　　①交易商在本地将一定金额的现金交兑换商A，兑换商A收取现金后开
出兑换证明给交易商；　　②交易商持兑换证明到另一地点向指定的兑换商B出示兑换证明，要求兑
换成现金；　　③兑换商8受兑换商A的委托并在验明兑换证明的真实性以后，即向交易商支付现金。
　　（2）市场票据时期。
公元13世纪前后，欧洲的一些主要城市，定期的集市交易发达起来，票据开始了最初的交易。
交易商可用由兑换商发出的、以市场交易日为到期日的票据代替现金进行支付。
如交易商A欠交易商8 500元，A便可以用到期的票据向8进行支付。
不过A向B支付的票据必须是到期票据，并且票据到期日必须是市场交易日。
余额部分则以现金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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