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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信用证是我国对外贸易业务中使用较多的一种结算方式，也是银行国际结算业务的一个重要成部分。
企业通过信用证业务可以有效地回避对外贸易业务中的商业风险，保障自身的货物与资金安全；银行
则通过信用证业务为进出口企业提供信用保障、风险防范及国际结算方面的服务，从而推动国际贸易
业务的发展。
可以说，信用证业务能否顺利进行，与进出口商的利益息息相关，同时也与银行的利益密切相关。
因为只有通过不断地向客户提供安全良好的金融服务，银行才能不断地为自身创造业务收入，这也是
银行发展壮大的必要条件。
因此，做好信用证工作，对于银行以良好的服务争取客户，增加业务收入，壮大自身的实力，无疑具
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本书结合与信用证相关的国际惯例和实践，从不同的角度对信用证业务的发展现状、业务形式、基本
程序以及业务中的其他相关问题作了全面细致的介绍，重点对信用证业务的基本操作程序作了非常详
细的介绍，目的是使读者通过阅读本书，对信用证的基本理论知识、法律知识及业务操作程序有一个
全面系统的了解和掌握，为从事相关业务奠定良好的业务知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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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信用证与合同的关系具体表现为：　　第一，信用证当事人与合同当事人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
一方面，信用证业务中的开证人一般是进出口合同中的进口商，它与开证行之间根据开证申请书建立
起来一种委托付款的法律关系，但同时它还要承担根据合同必须向出口商承担的接货付款的法律义务
。
正常情况下，两者之间是相互联系并且没有矛盾的。
进口商履行了对开证行的付款义务也就意味着它履行了对出口商应当承担的付款义务。
另一方面，信用证业务中的受益人同时是进出口合同中的出口商，它通过信用证与开证行建立起了一
种特定条件下让渡单据的法律关系，只要它提交的单据符合信用证规定，银行就必须承担付款责任。
而只要它向银行提交了合格单据，也就等于向进口商转移了货物所有权，同时也就拥有根据信用证要
求银行支付货款的权利。
银行向受益人付款等于进口商向它付款，因为进口商通过信用证向银行作出了付款的授权和委托。
　　第二，开证人应当根据合同条款开出信用证。
尽管信用证与合同是相互独立的两个法律文件，但它们之间同时还有密切的联系。
没有合同存在在先，信用证也就不可能存在；没有合同条款的规定，开证人就没有义务开证；没有合
同的规定，开证人也不知如何开证。
合同条款与信用证条款之间也有许多相互的关联。
比如，信用证的有效期是根据合同规定的装运期确定的，信用证的类型也是为了适应贸易方式的需要
而确定的，信用证项下的单据要反映的内容正是合同中所规定的出口商必须承担的基本义务。
需要注意的是，保持信用证与合同之间的这种联系是开证人应当承担的义务，而不是银行的义务。
如果开出的信用证与合同条款不符而遭到受益人的退证，并且给开证人带来经济利益的损失，开证行
是不承担任何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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