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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5/2021_2022__E5_81_9AFO

B_E6_97_B6_E5_c30_35947.htm 据统计，中国出口中以FOB成

交的占到70%，但专家指出。FOB对出口商的风险更大，有可

能造成货、款两空的结局。相信本文能对读者有所帮助。 目

前我国出口合同以FOB价格条款成交的比例越来越大，而且

收货人指定船公司的少，指定境外货代的多，这并不符

合FOB条款的含义。出口合同以FOB价格条款成交的弊端在

哪里？为什么比例越来越大？出口商如何应对？ 出口做FOB

为何呈上升趋势？八十年代，我国的对外贸易实行的是国家

统制政策，除少数三资企业外，外贸经营权局限于中央和省

市级的专业外贸公司，到八十年末才扩大到市、县级外贸公

司和重点生产企业。当时我国的航运市场还没有对外开放，

中远开航的远洋干线船远不能适应对外运输的需要，大量出

口货物必须通过香港中转。国家为保护国轮和保险业的发展

，提出了出口做CIF、进口做FOB，这成为当时对外贸易洽谈

运输条款的准则。但也由于出口货物沿途中转环节多，往往

提供给买方的二程船信息不准确，甚至二程船名一改再改，

加以客户防止我方预借提单、倒签提单，也有坚持要做FOB

指定船公司的。自九十年代我国对外开放航运市场以来，各

外资班轮公司纷纷抢滩中国的主要沿海港口，特别是上海港

。外资船公司的进入，为国外买家指定船公司提供了条件。

同时三资企业的蓬勃发展，国家赋予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的

进出口经营权，我国已不再是专业外贸公司一统天下的局面

，而是形成了大经贸的格局。加之国际贸易也从卖方市场转



变为买方市场，出口做CIF除国有企业有一定的传统影响外，

其他企业是随行就市，使出口FOB的货量有一定程度的上升

。 随着境外船公司进军中国航运市场，境外货运代理也蜂涌

而入。境外货代的活跃，使我国出口做FOB指定代理的货量

急剧上升，加之1997年以来班轮公司屡屡涨价，涨价次数频

，涨价幅度大，涨价通知急都是历史上罕见，使原来略有盈

利的运费支出变为无利甚至反亏，部分外资业务人员为规避

运价风险，主动做FOB。因此近几年来出口做FOB的货量连

连飚升，有些外资企业几乎达到80％以上，而且还有上升的

趋势。 FOB条件下买方应该是指定船公司，为什么指定境外

货运代理？FOB贸易术语的责任划分是以货物越过船弦为界

，也就是卖方将货交给船公司。从目前FOB的实际使用情况

看，指定船公司的少，绝大部分是指定境外货运代理。按照

国际商会1990年和2000年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FOB

指定境外货代应使用FCA术语，即货物承运人，其责任和费

用的划分就不是以越过船舷为界，而是将货物在指定的地点

交给由买方指定的承运人。虽然FCA术语已公布10年，但实

际使用却寥寥无几。主要是贸易双方对FCA的认知程度，更

多考虑的是使用习惯的约定，从卖方来讲使用FCA术语，仍

是接受没有物权性质的货代提单。以上可能是FCA术语不能

广泛应用的原因，而较长时?诘厥褂OB术语的变形做法。 那

么在FOB术语下，买方为何要指定货运代理呢？从买方来讲

无非是出于几种考虑。有的是要求货代承担办理清关、分拨

集运、物流等服务；有的是要求货代为其把握准确的交货付

运情况；有的是可以通过货代获得优惠运价，当然也不排除

少数不法商人利用货代或串通货代骗取卖方货物的。从上可



知，被指定的境外货代是奉买方为"上帝"。在买方市场的情

势下，卖方"明知前有虎，偏向虎山行"，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 一旦发生无单放货，买方怎么办？目前，除一些国际上知

名度高的国际货运代理外，多数境外货代的资质情况难以考

证，无单放货虽然是个别心怀不轨的人所为，但其阴影却始

终笼罩着发货人。不法商人与境外货代互相勾结，大多是以

小金额的订单试几票，让发货人感到结汇安全，然后就以较

大金额的订单骗费。这里出问题的关键在于货代提单只能提

供给卖方作结汇之用，它不是物权凭证，真正的物权凭证。

船公司提单掌握在货代手里，货代凭船公司提单把货提取出

来，买方则不去银行赎单，使卖方货、单两空。所以卖方遇

到FOB下指定货代则是提心吊胆，不知何时会发生灭顶之灾

。为防止货代骗货，各外贸企业也采取了若干预防措施，如

通过邓白氏等国际咨询机构进行资信调查，投保出口信用险

（该险种一般对此是除外的），要求买方配合让境外货代公

司出具担保，企业内部加强审核把关，等等，但仍难以避免

出现万一。 现在外经贸部通过各有关外经贸委（厅、局）向

各外贸企业和货代业发出了《关于规避无单放货风险的通知

》，外贸业务人员可据此向客户转达，要求不指定货代；可

以向签发提单的国内货代要求出具保函。这两种都是很好的

办法，前者做起来比较困难一些，因为境外货代从中作梗，

买方往往不会听信卖方的。后者应该说是目前来讲最佳的办

法，因为这些境外货代在中国设立办事处，必须有一家国内

货代为之举荐。按理讲负责举荐的国内货代应对其资信负责

，而我国现行的法规对举荐者并没有任何要求，被举荐者也

并不一定通过举荐者开展代理业务。 现在外经贸部的这一通



知要求境外货代的提单必须由国内货代签发并掌握货物的控

制权，并向发货人出具保函，使发货人的货权得到了保障。

这也促使国内货代必须对境外货代的资质进行考查，才敢于

承担此责任。与此同时，境外货代若找不到国内货代为其代

理，它就承担不了被买方指定的角色，买方当然也就不会埋

怨卖方不接受其指定的代理。《通知》的规定是给我国发货

人的福音，能否得到实施，还得看各级政府部门对货代业的

管理力度，同时交通部还应照会船公司，境外货代企业的订

舱必须通过国内货代，这样才可把境外货代办事处的经营活

动堵死。 在《通知》尚未实施之前出现境外货代无单放货的

唯一处置办法，就是向法院起诉，同时严格关注境外货代办

事处的动向。往往这些货代一旦骗货得逞就销声匿迹，即使

法院裁决胜诉，也是赢了官司拿不到钱。但通常卖方遇到此

种情况首先是向买方追索，而法律界人士告诫，若向买方追

索中法律用语不当，或者买方虚情假意地订出还款计划以此

拖延时日，再去法院起诉，其结果可能是败诉而不是胜诉。 

境外货代收费是否合理，货主能否拒付？ FOB价格条款下，

卖方负责支付货物越过船舷前的费用，装船前的操作都是由

卖方委托货代办理，费用标准各港口都不统一，或者有一个

包干费率。FOB指定境外货代，名义上境外货代是不能经营

的，实际上都在变相经营，即通过国内货代企业开出货代统

一发票，收费金额普遍高于正常的收费标准，如若拒付则不

签发提单。此时此刻的卖方，索取提单去银行结汇心切，只

有忍痛赎单求个平安，要解决此问题，须仰仗货代协会对会

员单位作出规定，不准借权经营、代开发票，或者规定境外

货代办事处"上船前"的操作由发货人委托国内货代业办理，



以避免过多的费用支出。专家咨询近年来在出口业务的FOB

合同中，有些进口商和指定的货代串通一气，采取无单提货

，使中国出口企业货款两空。去年底外经贸部发出通知，要

求采取严厉措施，杜绝此类现象的发生，并希望出口企业过

采用CIF付款方式。据《国际商报》的消息，外经贸部提出的

措施包括：1. 尽量采取CIF或C&amp.F，避免外商指定境外货

代安排运输。2. 如外商坚持FOB条款并指定船公司和货代安

排运输，可接受指定的船公司，但对货运代理的资格应进行

审查，只接受经政府批准的货代。3. 如外商仍坚持指定境外

货代，出口商应指定境外货代的提单必须委托经外经贸部批

准的货运代理企业签发，并掌握货物的控制权，同时由代理

签发提单的货代企业出具保函，承诺货到目的港后须凭信用

证项下银行流转的正本提单放货，否则要承担无单放货的赔

偿责任。4. 外贸公司不要轻易接受货代提单，尤其是外商指

定的境外货代提单。该问题在出口企业中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到底采用哪种交货方式比较安全？在不同的方式下应注意

哪些问题？众所周知，在我对外贸易业务中用以确定交货条

件所使用的贸易术语主要是装运港交货的FOB、CIF和CFR这

三种。根据国际商会90年代末对40多个国家的调查统计，按

使用的频繁程度，FOB排在第一位。由于采用FOB条件成交

时，卖方在装运港交货后，不负责安排运输和保险，也就担

心运价上涨的问题。而且在许多人中存在一种误解，即采用

这三种常用术语成交，风险是完全相同的，都是以船舷为界

转移风险，费用负担上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统归

买方负担，只是责任上有所不同罢了。这种误解导致一些人

在对外成交时忽略了对贸易术语的认真选择，最后造成意想



不到的损失发生。其实，有关贸易术语的国际惯例《2000通

则》中所说的“以船舷为界”划分风险，只是用以确定货物

在交接过程中损坏或灭失的后果由卖方还是买方承担的问题

，而并不泛指所有的风险，特别是不涉及收汇的风险问题。

事实证明，在我出口业务中，作为卖方根据交易的具体情况

，慎重选择适当的贸易术语对于防范收汇风险，提高经济效

益是十分必要的。以下我谈谈在选择贸易术语时应注意的几

个问题。一、总体来讲，在出口业务中采用CIF或CFR术语成

交要比采用FOB有利。因为，在CIF条件下，国际货物买卖中

涉及的三个合同(买卖合同、运输合同和保险合同)都由卖方

作为其当事人，他可根据情况统筹安排备货、装运、投保等

事项，保证作业流程上的相互衔接。另外，有利于发展本国

的航运业和保险业，增加服务贸易收入。当然，这也不是绝

对的，应根据交易的商品的具体情况首先考虑自身安排运输

有无困难，而且经济上是否合算等因素。二、 如不得已采

用FOB条件成交时，对于买方派船到港装货的时间应在合同

中作出明确规定，以免卖方货已备好，船迟迟不到，贻误装

期的事情发生。 三、对于FOB条件下，买方指定境外货代的

情况应慎重考虑是否接受。最近以来屡屡发生买方与货代勾

结，要求船方无单放货，造成卖方钱货两空的事情。另外，

还有的货代只在装运口岸设个小小的办事处，并无实际办理

装运的能力，回过来再通过我方有关机构办理，既增加了环

节，降低了效率，又提高了费用。作为卖方应对买方指定的

货代的资质情况有一定的了解，如认为不能接受，应及时予

以拒绝。四、选择贸易术语时还应与支付方式结合考虑。如

采用货到付款或托收等商业信用的收款方式时，尽量避免采



用FOB或CFR术语。因为这两种术语下，按照合同的规定，

卖方没有办理货运保险的义务，而由买方根据情况自行办理

。如果履约时行情对买方不利，买方拒绝接收货物，就有可

能不办保险，这样一旦货物在途中出险就可能导致钱货两空

。如不得已采用这两种术语成交，卖方应在当地投保卖方利

益险。 五、即使采用信用证支付时，也应注意对托运人的规

定，特别是FOB条件下，有些国外买方常在信用证中要求卖

方提交的提单要以买方作为托运人(Shipper)，这种做法也同

样会给卖方带来收汇的风险。在国际贸易中曾发生过这样的

事情：买卖双方按FOB条件成交，合同规定以信用证支付。

买方开来的信用证中规定卖方提交的提单要注明托运人为买

方。卖方审证时发现这一问题。但认为与承运人订立运输合

同的是买方，买方作为托运人也顺理成章，另外，为此再修

改信用证又要增加费用开支和延误装期，所以，卖方就照办

了。交货后提交的提单注明买方为托运人。但结汇时因单证

有不符点，被银行拒付并退单。而货物在运输途中，买方以

提单的托运人的名义指示承运人将货物交给他指定的收货人

。这样一来，卖方虽控制着作为物权凭证的提单，然而货物

却已被买方指定的收货人提走。卖方向法院起诉承运人无单

放货，被法院以无权起诉为由予以驳回。由此可见，在FOB

合同下，以卖方还是买方作为托运人并非无足轻重的事情。

按照《汉堡规则》的解释，托运人有两种，一种是与承运人

签定海上运输合同的人，另一种是将货物交给与海上货物运

输有关的承运人的人。根据上述解释，FOB合同下，买方或

卖方均符合作为托运人的条件。如果买方资信好，又有转售

在途货物的要求，以买方作为托运人未尝不可。但如果不是



这样，从安全起见，还是以卖方作为托运人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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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