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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9月，上海L厂向澳洲R公司出口一批全棉浴巾，但L厂本身

并不具备外贸经营权，于是双方找到有外贸经营权的上海A

公司要求合作，约定由A公司代理出口该批货物。11月初，澳

洲R公司与上海A公司签定了进出口合同。合同上写明卖方为

上海A公司，买方为澳洲R公司；装运期为96年11月；付款方

式为船运后60天电汇，质量以R公司代表在工厂验货为准。货

到后，R公司认为，货物存在质量问题，造成其经济上的损失

，故拒不付款，并要求A公司予以赔偿；A公司则认为质量问

题与己无关，是由R公司代表在工厂验货，应由厂方与R公司

解决，坚持要求R公司依约付款。1997年6月3日由中国进出口

商品检验总公司澳大利亚有限公司对货物进行了检验，认为

的确存在质量问题，R公司遂向A公司寄发检验报告，并以防

止进一步损失为由低价处理了该批货物。随后向A公司提出

索赔。1998年2月，R公司向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

会提请仲裁，8月，仲裁庭开庭对本案进行审理，A公司从这

笔业务中非但没有得到任何货款，还为此成为被申请人的位

置，面临R公司经济赔偿的要求。【二、理论分析】我国的外

贸代理制自从1991年国家外经贸部《关于对外贸易代理制的

暂行规定》以及1994年5月12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

贸易法》开始起走上法规制道路的。外贸代理制中的代理，

不同于《民法通则》中的代理，其真正意义是指：有外贸经

营权的公司、企业，根据无外贸经营权的公司、企事业单位



及个人的委托，以自己的名义办理进出口业务的一种法律制

度。它的产生是以我国外贸经营权的审批制为基础的。在目

前情况下，代理关系并非完全出于双方当事人的自愿，代理

人也仅以自己的名义对外订立进出口合同。外贸代理制在一

定阶段中，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外贸事业的发展，但在

外贸企业业务经营过程中，由于经办人对法律知识的不熟悉

，以及某些企业创指标、完成任务的思想作祟，问题频频发

生，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1)不签定委托协议，仅凭

订货单办事；2)代理人超越授权范围，越权代理；3)签订外

贸合同在先，而委托协议在后；4)代理协议与合同条款内容

不一致，责任归属不清楚；5)表面为外贸代理，实际是出口

合同。●案例分析●本文所述的案例，即是第五种的典型表

现。A公司盲目信任作为生产厂家的L厂和外方买主的R公司

，非但没有与L厂订立委托协议，同时也根本没有注意到自身

作为进出口合同一方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和义务，导致其在合

同履行过程中出现问题时，未获任何利益，却担负了全部的

责任。即使在仲裁中胜诉，其为此付出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

代价也是巨大而不可弥补的。教训不可不谓深重。在东南亚

诸国货币纷纷贬值的今天，出口竞争力的增强显得尤为重要

。当然，这还涉及到国家的外汇政策，如何在保护国家整体

利益的基础上给予企业更大的活力，还需认真思考。其次，

走工贸结合的路子。有丰富的进出口业务经营经验和广阔的

进出口渠道和市场的外贸公司与生产能力强、产品有特色、

有质量的厂家组建联合实体。集两家之长，避两家之短，切

忌“拉郎配”，生拉硬凑，反而会搞砸两家企业。在法律方

面，应制定一部更为完善的新的民法典，以对外贸易代理的



修改完善作为出发点，修改《民法通则》中关于代理概念的

严格限制，摒弃显名主义标准，对代理概念作广义解释；第

二，在即将出台的《统一合同法》层面，可对委托合同，行

纪合同作出符合新代理概念的修改和完善；第三，适当时可

制定《商事代理法》，对商事代理的具体内容予以规范。这

样几个层次结合起来，就可基本构成一个自上而下完整的民

事代理法律制度，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外贸代理制也就有

了充分的法律保障，《民法通则》和《暂行规定》、《对外

贸易法》的矛盾也就可以得到解决。以上几点仅为笔者之愚

见，随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立法

的完善，外贸代理制必将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在理论认识上

不断提高，种种的问题和不规范行为也会得到逐步的纠正和

克服。外贸代理制必将会因其在外贸经营中的独特优势和功

能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并得到自觉地施行和广泛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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