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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98年,广东一沿海城市某银行A分行(以下称A分行)为该市

两家企业D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D公司)和Y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称Y以司)开出了无贸易背景信用证共150笔。其中:

为D公司开出元贸易背景信用证47笔.为Y公司开出无贸易背景

信用证103笔。据统计,开证金额共3.3亿美元,到1998年止,A分

行为上述两家企业共垫款19笔,垫付款项超过4,500万美元。 D

公司和Y公司原来是A分行的授信企业,A分行对这两家企业的

授信额度每年分别在2,500万美元和1,500万美元以上。1997年

以前A分行为这两家企业开立的信用证均可正常对外支付。

但从1997年以后,由于这两家企业的经营状况开始下滑,效益欠

佳,经常出现巨额亏损情况,因而无法支付信用证项下的到期款

项。为了应付信用证项下的到期款项,这两家企业与境外受益

人相互串通,采用以新证套取资金冲销旧证款项的做法,具体操

作是:银行开出信用证后,若企业无法偿还该笔到期信用证款

项,则向银行申请一张新的远期信用证到境外进行融资,即由境

外受益人向境外银行办理贴现,并将贴现所得款项偿还前一笔

信用证项下的到期款项,议付行收到受益人偿还的贴现款后,即

通知开证行解除前一笔信用证下的付款责任,如此循环操作,滚

动式开证。事实上,境外受益人并没有真正向开证申请人提供

任何货物。由于要支付融资利息,在滚动开证过程中,未付金额

越滚越大。 直到1999年,该银行总行下达对无贸易背景信用证

业务进行彻底清查的通知后,A分行才停止了对上述两家公司



开立新的无贸易背景信用证,并对已承兑付款的开证未兑余额

进行垫付,共垫款19笔,金额达4,500万美元。违规开证情况暴露

后,A分行组织了外调小组,对有关企业进行调查并落实资产保

全手续,但由于融资金额大,资金的去向难以追踪核实。据了

解,企业利用信用证融资后,所得资金主要用于购买房地产、生

产设备、炒股票、期货、用于投资建厂等用途。由于短期资

金长期占用,企业对信用证的偿付能力得不到保证,给银行带来

巨额的垫款风险。 二、案件特点及分析 1、不存在真实的贸

易背景滚动式开证。即新开立的远期信用证均以冲销旧证为

目的,以新证套来的资金偿还旧证,借新还旧,结束旧证业务。

所以只要能开出新证,得到融通资金就能偿还到期信用证,如此

循还反复,故隐蔽性强,不易暴露。在滚动开证的中间环节中,

企业无需对外付款,因而不需要办理进口付汇核销,而开证行也

无需为企业垫付资金,不占用信贷规模,暂时掩盖了巨大的支付

风险,但最终仍需由境内企业对外付款或由银行垫款。从外债

管理及资金的用途看,其实质上是利用远期信用证方式来变相

举借外债,是一种违反外债管理的行为。 2、钻外汇管理上的

空子,逃避监管。据了解,A分行开出的信用证金额多在300万美

元以下,期限多在90天以内,无需凭外汇局进口付汇备案表开证,

因而逃避了外汇管理部门的监管。 3、利用了A银行在对外开

证管理上的漏洞。申请开证的两家企业均为该行的授信企业,

开出的信用证全部为信贷部全额授信担保,无需缴纳保证金,使

银行承担了很大的资金风险。 另外,开证所凭的进口合同、承

兑所凭的发票、装箱单、提单或货物收据等均为伪造,但由于

境外受益人和议付行相对比较集中,且是老关系,相互之间有一

定的利益关连,所以往往一时难以觉察或听之任之,以致风险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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