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提示：当心国外仲裁的“陷阱”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

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2021_2022__E6_A1_88_E

4_BE_8B_E6_8F_90_E7_c27_32121.htm 据上海有关仲裁机构最

近透露的消息，一些外商利用我国企业的“崇洋”心态，或

利用我国一些企业缺少相关经验，在商业贸易中，将我国企

业轻而易举地推入其设置的国外仲裁“陷阱”。有关方面的

不完全统计表明，我国每年在这方面的损失高达100亿元人民

币以上。 最近上海发生了两起这样的典型事例。 上海一进出

口公司与香港某机械公司达成30万美元的设备买卖后产生质

量纠纷，双方根据协议，向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申请

仲裁。仲裁院开庭时，上海的这家企业既未出具答辩书，也

不出庭。结果，仲裁院裁决上海的这家企业败诉，并通知上

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赔偿费、仲裁费共600万美元(30万美

元设备贸易标的的20倍)。原来，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

的仲裁费就高达240万美元。经了解，这宗仲裁若选择国内仲

裁，赔偿费和仲裁费不超过32万美元，其中仲裁费不超

过6000美元。 上海另一家装潢公司为某外商企业装潢后，50

万元工程余款成为“坏帐”。原来，双方产生歧义后，外商

选择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仲裁，上海的装潢公司听说必须

缴纳80万元人民币的仲裁费用保证金，若提出反诉和抵销请

求还得向仲裁院缴纳巨额保证金，觉得无胜诉绝对把握，自

认倒霉，放弃仲裁。 上海的仲裁专家指出，近年外商利用涉

外仲裁行骗的案件呈上升趋势，但并未引起我国企业的足够

重视。专家们在分析原因时认为，我们企业在涉外贸易中，

法律意识谈薄，对涉外仲裁机构的公正性及国际仲裁规则不



了解，往往只认订单，在仲裁所在地选择上抱无所谓态度。 

警惕！不法分子设下的贸易陷阱 近年来，随着对对贸易的不

断发展，少数不法分子也将“黑手”伸了进来：他们利用企

业急于接单和急于成交的良好愿望及迫切心情，以介绍出口

业务为诱饵，设下“陷阱”，企图骗取企业巨额“中介费”

。 例如：一位自称为“江苏省洪达机械集团常州分公司经理

”的“中介人”主动与苏北某机械厂发函联系业务，要求订

购数百吨出口铸件，产品须经商检部门检验合格并出具检验

证书，货款以L/C即信用证形式支付。“中介人”提出要求：

厂家若有能力承担此批业务，即可与外商签订合同，工厂在

收到外商开出的信用证后，必须支付中介费10万余元。由于

此批出口铸件工艺简单、数量大、单价高，该厂领导十分重

视，马上组织力量根据对方提供的图纸进行了试制，并生产

出一小批样品。工厂有关人员在赴常州签约的前一天，前往

商检部门了解办理商检手续事宜。商检人员根据职业敏感和

丰富经验，当即认破其中骗局，并及时提醒了工厂，使企业

得以避免了一次巨大的经济损失。 据了解，一些有关企业均

收到过到此类出口铸件业务联系函，为避免有关企业上当受

骗，现将这类诈骗活动的手法和特点予以披露。 一、买方以

高价求购大批量出口铸铁件为名，铸件均为“炉条”、“炉

盖”、“井盖”、“法兰盘”等简单铸件；二、买方在铸件

加工合同的技术要注中隐藏一些含糊不清、似是而非的质量

用语来迷惑厂家，要求企业按图纸要求生产、商检，而生产

出来的产品却不可能达到要求。如“铸件表面应光洁”、“

铸件不得有裂纹、气孔、砂眼、缩孔、夹渣及其他缺陷”，

生产企业一般不会注意这两条质量要求里面隐含着另一层含



义：任何一个铸件只要买方认为不光洁或是含有上述任何一

种缺陷，即使此缺陷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也是不合格品。

照此加工要求，不论工厂的铸造水平多高，也达不到要求。 

三、买方往往通过同伙以中介的形式，或者直接与企业联系

，利用企业急于承接出口国呀业务的心理，要求企业支付“

中介费”或者交纳保证如期交货的“反保证金”。 四、买方

打着“信用证付款”和“商检部门检验”招牌，显得很正规

，企业生产却并不能立即使用对方开出的信用证进行打包贷

款，因为买方规定厂家在其产品经商检部门检验合格，再经

买方复验后才能启用。而对方开出的信用证有效期一般都较

短，企业生产出产品后，商检无法依图纸要求进行检验，买

方人员则借故拖延时间，继而下落不明，待企业发觉时，买

方的信用证已到期，此时，买方则反告企业不能在规定期限

内生产出符合图纸要求的产品，要和企业打官司。企业不但

白白损失“中介费”或“反保证金”，而且投入生产的大额

费用也无法收回(此种铸件非标准件，国内无市场)，还被推

上被告席，落得鸡飞蛋打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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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