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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0_88_E8_BE_85_E5_c31_207140.htm 信用证，是国际贸易

结算中占主导地位的一种支付方式，它把商业信用转变成银

行信用，保障了交易的正常进行。但是，由于信用证交易具

有的独立抽象原则，也使得不法商人有机可乘，大行欺诈之

能，造成外贸企业在信用证结算方式下面临的风险也层出不

穷。 本文将从经贸实务角度分析外贸企业在信用证结算方式

下面临的风险及防范措施，以期警示企业经贸人员加强信用

证风险的防范，确保交易安全。 一、“软条款”的风险及防

范 1. 国际贸易术语选择中软条款的设置。 如FOB术语下，不

规定卖方的派船时间，或在CFR或CIF术语下，规定船公司、

船名、装运期、目的港须取得开证申请人的同意。 这是信用

证中常见软条款之一。前者使得买方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图决

定是否派船和派船时间，致使卖方无法主动完成交货，不能

按时收汇。后者同样使得卖方在交货、收汇等方面受控于买

方。 如果接受信用证中出现此类条款，在履约过程中就会极

难操作，其付款的主动权完全被开证申请人及开证行控制。 

应对此类条款，应采取删除、或在合同中直接规定派船时间

、船公司、船名、装运期、目的港等方法。 2. 对信用证生效

附条件软条款的设置。 即在信用证中规定暂不生效条款，待

某条件成就时信用证方生效。常见的有规定信用证的生效条

件为进口方领到进口许可证，或者货样由进口方确认等为条

件。 这种信用证变成了变相的可撤销信用证，使开证行的责

任处于不稳定状态，从而对出口商极为不利。 应对这种情况



，可以与进口商协商规定一个通知信用证是否生效的日期最

后期限，以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 3. “客检条款”的设置。 

即在信用证中规定向银行交单的检验证书必须由买方指定的

检验机构或检验人员签发。 这种条款使卖方受到极大牵制，

如果买方指定的检验机构或检验人员借故不签发检验证书，

卖方冒险发货，银行就会因为单证不符拒绝付款；如果卖方

不发货，就会被买方以货物质量有问题不能按时交货追究违

约责任。 应对这种条款，如果不是资信良好的老客户，或是

在交易过程中确实是以此条款确保质量关的客户，应该坚决

不接受此条款。 二、利用远期信用证诈骗及防范 1. 利用“打

包贷款”诈骗。 往往是境外“进口商”以开展正常贸易为借

口，精心设置“产品返销”的骗局，与国内出口商订立合同

，并开具远期信用证，且要求出口商向在其境内的该进口商

的关联企业购买原材料，经加工后，再将产品返销国外。出

口商凭此信用证作抵押，可向出口地银行申请出货前的资金

融通。但是，一旦出口商将此所贷款项按合同要求汇进其境

内关联企业后，“进口商”即将其转移到国外。受益人非但

不能按约收到原材料加工成产品出口交单议付；即便是能收

到部分原材料，加工成成品后因无适销的途径，而终致产品

堆积压库。最后是出口商钱财两空，损失惨重。 2. 利用“对

开信用证”诈骗。 通常发生在进料加工业务中。往往是外方

提供貌似对中方有利的条件，诱使中方与其同时签订两份合

同，一份是中方进口原材料合同，支付方式是远期信用证；

另一份是中方以进口的原材料制成产成品出口合同，支付方

式是信用证即期。合同签订后双方均按规定通过银行开出信

用证，信用证条款均符合合同规定。外方按照中方的信用证



发货向银行交单，中方承兑远期付款。但是，中方收到的货

却完全不符合合同要求，无法使用其加工成出口的产成品，

也就无法对外履行出口合同。但是，按照有关信用证的国际

惯例，中方银行必须按时对外付款，中方必须向银行付款。

外方将货款骗到手后销声匿迹，造成中方巨大损失无法追回

。 应对上述风险要注意以下问题：1对远期信用证的利弊要

有清醒的认识。虽然远期信用证是一种快捷简便的贸易融资

方式，但也往往隐藏了被不法分子多为利用的风险。2重视客

户资信的调查。对交易中有关客户的经营状况、资产状况、

偿付能力、商业信誉、及其关联性等，可通过境内外企业资

信征询系统等多种途径，充分了解和把握，以便对交易的真

实性、可行性、安全性等作出判断。3对交易中出现的最不利

情形要有充分的预测和准备。如对该类交易中涉及的原材料

及产成品的市场适销途径要有充分的了解，以判断当遇到不

利情形时，如收料不能制成产成品、或制成的产成品无法按

约出口时，能否另避途径实现销售变现，以尽可能减少损失

。 三、利用假单据诈骗及防范 最常见的就是假单骗货款。即

在没有货源的情况下，根据买方开具信用证对结汇单据的要

求伪造单据，骗取买方货款。通常是内外勾结行事。如国

内A公司称急需某货物，要委托B外贸公司进口，并称C出口

商由其指定，且商品的品质和价格等条款都由其与C出口商

谈好，只要B外贸公司签订进口合同、开具信用证（即期）即

可。此种情况下，往往A公司会以较高的代理费、甚至较高

的预付款作诱饵，使B外贸公司同意操作。当B外贸公司签订

合同、收到预付款、通过银行以自己的名义开出信用证、对

方凭信用证发货后向银行正点交单、银行按照有关信用证的



国际惯例对外付款、B外贸公司向银行付款赎单后催A公司支

付剩余款项时，A公司便会先以资金紧张，要求延迟付款；

继则言无款提货，放弃货权；再就是销声匿迹。B外贸公司只

好欲凭提单自行提货处置货物。但是，得到结果却是根本无

此船靠港，或靠港的船上根本无此单上记载的货物，原来此

提单根本就是伪造的假单。就这样，A公司与国外的C出口商

以预付款的人民币，获得了全额的外汇。 应对此种业务，外

贸企业的操作人员可从以下几个风险点上注意防范：1 签约

前，要注意客商资信。有过多年交易记录的老客户，要注意

其近期有无经营状况严重恶化、丧失商业信誉、转移财产、

逃避债务的情形发生；第一次进行交易的新客户，彼此陌生

而不知底细，可通过国内外规范的资信调查系统充分了解其

资信情况。2签约后， 要及时索取提单并查询提单信息的真

实性。可要求对方及时将提单传真过来，并据此向船代和船

公司查询核实有关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若遇到假单欺诈

的情况，争取有利时机按“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 启动请求

“止付令”程序，以挽回损失。 四、客商信誉风险及防范 常

见的1/3提单直寄客户。有的买方为了提前提货，往往要求卖

方在信用证条款中注明1/3提单直接寄给买方，2/3提单送银行

议付。 这种做法卖方面临的风险很大。因为只要信用证规定

的3份正本提单中任何一份生效提货，其他两份自动失效。如

果一份正本提单直接寄给买方，等于买方没有付款就获得了

货物所有权，买方可以不去银行支付货款而直接凭手中的提

单就可以去提走货物。如果以后他从银行收到的单据中有任

何不符点就会拒付货款，银行对此也不会承担责任。 应对此

条款带来的风险，唯一的防范办法就是不接受此条款，在信



用证中去掉此条款。 总之，信用证支付方式对国际贸易的开

展带来了便利，但也为不法分子欺诈行径提供了可乘之机。

企业经贸人员要不断加强交易安全和高度的反欺诈意识。认

识到欺诈与反欺诈将是长期的斗争。不法分子欺诈的方法和

手段会不断地变换，因此要及时研究不同时期的诈骗分子所

使用的不同手段，以便应对。同时，要熟悉有关国际惯例在

国际商事中应用及变化，并在企业内部建全相应的规章制度

，以确保交易安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