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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2021_2022__E8_BF_9B_E

5_87_BA_E5_8F_A3_E8_c27_31089.htm 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迅

猛发展，国内各商业银行的贸易融资品种日益丰富。但在具

体*作过程中，一些业务品种，如开证授信额度、打包放款、

提货担保等发展很快；另一些业务品种，如进口押汇、透支

额度、出口托收项下押汇、贴现等，由于未得到进一步开发

，处于停滞状态。下面从拓展国际贸易结算业务和降低风险

两个角度介绍和剖析几个未得到进一步开发或正处于停滞不

前状态的贸易融资品种。 一. 进口押汇 进口押汇是指开证行

在收到信用证项下单据，审单无误后，根据其与开证申请人

签订的《进口押汇协议》和开证申请人提交的信托收据，先

行对外付款并放单。开证申请人凭单提货并在市场销售后，

将押汇本息归还开证行。 从某种意义上看，它是开证行给予

开证申请人的将远期信用证转化为即期信用证 进口押汇这样

一种变通的资金融通方式。但由于一些银行以进口押汇之名

掩盖垫款之实，故其业务发展受到一定限制。 其实，对于银

行而言，无论是与一般的流动资金贷款相比，还是与远期信

用证相比，相当于专项贷款并使银行押有货物所有权的进口

押汇，实际上安全得多，收益也更好。而对外贸企业而言，

进口押汇一方面使贷款期限比较灵活，可以降低成本；另一

方面在人民币贷款利率与国外相应贴现利率基本持平的情况

下，可以利用人民币而不是外币押汇，以防范汇率风险。当

然，从银行的角度看，它还可以通过完善内部制度、收取一

定保证金、严格审查进口商品并调查其市场前景等多种措施



，以避免“假押汇、真垫款”和因进口商品不适销对路造成

不能及时归还押汇本息的情况发生。 二. 进口托收押汇 进口

托收押汇是指代收行在收到出口商通过托收行寄来的全套托

收单据后，根据进口商提交的押汇申请、信托收据以及代收

行与进口商签订的《进口托收押汇协议》，先行对外支付并

放单，进口商凭单提货，用销售后的货款归还代收行押汇本

息。 无论对于银行或外贸企业而言，进口托收押汇的优点和

进口押汇相比，大体一致。但银行自身的风险却远远超过进

口押汇。因为进口押汇是建立在银行负有第一性付款责任的

信用证业务基础上，如果单单相符、单证一致，即使开证申

请人不付款，开证行也必须履行对外付款的义务。这样，如

果剔除汇率风险和利息两个因素，进口押汇并没有给开证行

带来更大的风险。而进口托收则属于商业信用，无论进口商

是否付款，代收行都没有责任。但如果为进口商续做进口托

收押汇，进口商无疑将原本给予出口商的商业信用转给了代

收行，从而加大了代收行的风险。作为代收行，应当根据进

口商的资信情况、业务情况、抵（质）押/担保情况，为其核

定一个押汇额度，供其周转使用，做到拓展业务和防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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