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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航运界常见的一种操作变通方法，但承运人如果事后不

能收回正本提单，正本提单的持有人可以就此起诉承运人无

单放货，要求其赔偿货物损失，承运人也难逃败诉之果。但

是，最近出现一些承运人无单放货事实，但由于托运人（通

常为外贸出口）办理了出口收汇核销手续，因此，当其向承

运人索赔货物价款损失时，则得不到法院的支持。 目前，有

些外贸出口企业因为考虑出口退税或出口收汇率等收汇考核

指标，采取了所谓的“滚动”核销的办法，在一笔出口贸易

外汇并没有收到的情况下，在向银行申报中采取误报、谎报

等方式，用其他的外汇来冲抵，并办理了出口收汇核销手续

，有的甚至办理了出口退税手续。但事后由于种种原因，这

笔出口贸易不但没有收到外汇，而且货物在境外已经无单放

货。 此时，托运人只能根据全套正本提单起诉承运人无单放

货，以承运人违反了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基本义务，来要求

承运人赔偿货物价款的损失。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承运

人会辩称，托运人的涉案出口收汇核销单已核销，证明托运

人已收到涉案货款，所以托运人要求承运人赔偿无单放货的

损失不能得到支持。托运人则强调承运人无单放货事实清楚

，自己有证据证明没有收到这笔货款，出口收汇核销与否同

实际收到涉案货款没有必然联系。那么，如何来认定涉案货

物的货款是否收到这一事实呢？ 分析 从我国的出口收汇核销

可以明确两点。 其一，出口企业应当真正收到境外贸易货款



，才能办理相关货物的出口收汇核销手续。当事人所谓实际

操作中大量存在“滚动”核销的说法，从国家外汇管理的角

度来说是不存在的，即没有“滚动”核销这个概念。 其二，

银行是根据收汇人（出口企业）自己的申报在出口收汇核销

专用联中填写涉案货物核销编号的。如果出现“张冠李戴”

的情况，完全是由于收汇人自己的原因，所以，根据出口企

业自己的申报和经银行和外汇管理局的审核，已核销的出口

收汇核销单作为一种公文书证，法院根据其所证明的已核销

的事实，可以推定当事人已经收到这笔外汇。 解决方法 首先

，上述案件的焦点问题是出口企业是否收到涉案货物外汇。 

诉讼中出现两种相反的证据，已核销的外汇核销单作为一种

间接证据证明涉案货款已经收到，反映了出口企业在整个外

汇收汇、核销的过程中都声称自己已经收到了涉案货物的货

款。当事人在诉讼中提交的贸易对象没有支付货款等形式的

证据，来证明自己并没有收到过涉案货物的货款的事实。对

此，法院的裁判只能是以证据能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

进行。 法律规定对同一事实有相反证据，对证明力度较大的

证据予以确认。法律又规定，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

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

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因此，法院

通常应当确认已核销的核销单的证明力，推定外贸出口企业

已收到外汇。 当然，出口收汇核销单对是否收汇这一事实而

言只是一种间接证据，它只表明当事人曾经自认收到涉案货

物的货款，根据有关证据规则的规定，当事人如有足够的相

反的证据是可以推翻的。如果当事人提出相反证据经综合认

证其证明力大于出口收汇核销单的证明力，可以做出未收到



货款的事实认定。 其次，企业在出口业务中，遇到不能收汇

也是常有的事。企业因承运人无单放货的原因而导致不能收

汇，可以运用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备案缺席等各种救济手续，

向其说明情况，在未收汇情况下同样可以核销。不能虚报、

谎报收汇情况，这样既违反了国家外汇管理条例和国际收支

统计申报的有关规定，又造成诉讼上不必要的损失。 实际上

，外贸出口企业只要能向法院证明承运人无单放货和由此引

起的损失是事实，根据我国海商法和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法

院通常能够支持托运人要求承运人赔偿提单项下货物的价款

及退税的损失。 最后，诚信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当前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要求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符合诚信的原则。我国

民法通则明确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的原则。合同法

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力、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

原则”，外贸出口企业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应当恪守诚信的原

则。 另外，外贸企业在订立外贸合同时，要尽可能地获得海

上运输的控制权或约定国内大型船公司负责运输。因为大型

船公司操作比较规范，即使实施无单放货，他也一定要取得

了提货人的各类保证，在诉讼压力下，船公司会督促提货人

付款或在诉讼前解决纠纷。如果买方指定无船承运人，务必

审查一下该无船承运人是否根据我国的海运条例进行登记注

册。如果没有登记，出口企业应充分注意这次贸易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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