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了解国际贸易的定义和特点。
(2)了解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则。
(3)掌握国际贸易的业务流程。
(4)理解国际贸易适用的法律和惯例。

(1)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贸易观,树立法律意识。
(2)体会我国国际贸易的优势,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实务 国际贸易法 国际贸易惯例

1.1 国际贸易的定义和特点

1.1.1 国际贸易的定义

国际贸易是指世界各个国家(或地区)在商品和劳务等方面进行的交换活动,是各国

(或地区)在国际分工的基础上相互联系的主要形式,反映了世界各国(或地区)在经济上

的相互依赖关系,是由各国对外贸易的总和构成的。
国际贸易又称世界贸易或进出口贸易。它可以调节国内生产要素的利用率,改善国

际供求关系,调整经济结构,增加财政收入等。
国际贸易实务是指从事国际贸易的实际事务,是出口商从采购供应商货物开始到货



物交到进口商手中整个过程的实际事务,包括货物的位移和单证的处理两个方面。

1.1.2 国际贸易的特点

1.国际贸易所涉及的政策、法律问题远比国内贸易复杂

不同国家或地区在政策措施、法律体系方面可能存在差异和冲突,在语言文化、社会

习俗等方面也可能出现差异和冲突。

2.国际贸易交易双方承担的风险大

国际货物贸易的交易数量和金额一般较大,运输距离较远,履行时间较长,因此交易

双方承担的风险远比国内贸易大。

3.国际贸易容易受到交易双方条件的影响

例如,国际贸易容易受到所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变动、双边关系及国际局势变化等条

件的影响。

4.国际贸易过程复杂

国际货物贸易除了交易双方外,还涉及运输、保险、银行、商检、海关等部门的协作、配
合,过程较国内贸易复杂得多。

1.2 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则

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和许多国家国内法规定,在
国际货物买卖中,交易双方应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应本着契约自由和诚实信用等原则,
依法订立合同、履行合同和处理争议。

当事人在订立合同、履行合同和处理合同纠纷时,应当遵循下列基本原则。

1.平等原则

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订立、履行合同和承担违约责任时,当
事人都享有同等的法律保护,任何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也不允许在适用

法律上有所区别。

2.自愿原则

订立合同应当遵循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即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违背

当事人真实意思的合同无效,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应强调指出,实行合同自愿的原则,
并不意味着当事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订立合同而不受任何限制和约束,当事人必须在法律

规定的范围内订立和履行合同。

3.公平原则

合同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的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即在订立、履行和终止合同

时,应遵循公平的原则,不得显失公平,要做到公正、公允和合情合理,不允许偏向任何

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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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诚实信用原则

当事人在订立、履行合同和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时,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此项

原则将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融为一体,并兼有法律调节与道德调节双重功能。在这里,需
要强调指出,诚实信用原则是一项强制性规范,不允许当事人约定排除其适用,任何违反

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都是法律不允许的。

5.合法原则

只有依法订立的合同,才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是一

种法律行为,有效的合同是一项法律文件。因此,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
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否则,合同就会失去法律效

力,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1.3 国际贸易的业务流程

国际贸易通常有十个流程:报价、订货、付款、备货、包装、通关手续、装船、运输保险、
提单、结汇。

1.报价

在国际贸易中一般是由产品的询价、报价作为贸易的开始。其中,对于出口产品的报

价所要考虑的因素主要包括:产品的质量等级、产品的规格型号、产品是否有特殊包装要

求、所购产品量的多少、交货期的要求、产品的运输方式、产品的材质等内容。
比较常用的报价所涉及的国际贸易术语有:FOB(船上交货)、CFR(成本加运费)、

CIF(成本、保险费加运费)等。

2.订货

贸易双方就报价达成意向后,买方企业正式订货并就一些相关事项与卖方企业进行

协商,双方协商达成一致后,需要签订购货合同。
在签订购货合同的过程中,主要对商品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价格、包装、产地、装

运期、付款条件、结算方式、索赔、仲裁等内容进行商谈,并将商谈后所达成的协议写入购

货合同。这标志着出口业务的正式开始。
通常情况下,签订购货合同一式两份,并由双方盖本公司公章生效,双方各保存一份。

3.付款

比较常用的国际付款方式有三种,即信用证付款方式、汇付付款方式和托收付款

方式。

4.备货

备货在国际贸易业务流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须按照合同逐一落实。备货的主

要核对内容如下。
(1)货物的品质、规格应按合同的要求核实。
(2)货物的数量应保证满足合同或信用证对数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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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备货时间应根据信用证的规定、结合船期安排,以便船货衔接。

5.包装

国际贸易中可以根据货物的不同来选择包装形式(如纸箱、木箱、编织袋等)。不同的

包装形式对其包装要求也有所不同。
(1)一般出口包装标准,即根据贸易出口通用的标准进行出口货物包装。
(2)特殊出口包装标准,即根据客户的特殊要求进行出口货物包装。
(3)货物的包装和唛头(运输标志)应进行认真检查,使其符合信用证的规定。

6.通关手续

通关手续极为烦琐又极其重要,如不能顺利通关则无法完成交易。
属法定检验的出口商品须办出口商品检验证书。
目前我国进出口商品检验工作主要有以下四个环节。
(1)报验。报验是指对外贸易关系人向商检机构报请检验。
(2)抽样。商检机构接受报验之后,及时派工作人员赴货物堆存地点进行现场检验、

鉴定。
(3)检验。商检机构接受报验之后,认真研究申报的检验项目,确定检验内容,并仔

细审核合同(信用证)对品质、规格、包装的规定,弄清检验的依据,确定检验的标准、方法。
检验方法有抽样检验、仪器分析检验、物理检验、感官检验、微生物检验等。

(4)签发证书。在出口方面,凡列入《进出口商品检验种类表》的出口商品,经商检机

构检验合格后,签发放行单,或在出口货物报关单上加盖放行章,以代替放行单。
须由持有报关证的专业人员,持箱单、发票、报关委托书、出口结汇核销单、出口货物

合同副本、出口商品检验证书等文本去海关办理通关手续。其中,箱单是由出口商提供的

出口产品装箱明细;发票是由出口商提供的出口产品证明;报关委托书是没有报关能力的

单位或个人委托报关代理行来报关的证明书;出口核销单由出口单位到外汇局申领,是有

出口能力的单位取得出口退税的一种单据;商检证书是经过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或其指

定的检验机构检验合格后得到的,是各种进出口商品检验证书、鉴定证书和其他证明书的

统称,商检证书是对外贸易有关各方在履行契约义务、处理索赔争议和仲裁、诉讼举证的,
需要用到的具有法律依据的有效证件,同时也是海关验放、征收关税和减免关税的必要

证明。

7.装船

在货物装船过程中,可以根据货物的多少来决定装船方式,并根据购货合同所定的险

种来进行投保。拼装集装箱,一般按出口货物的体积或重量计算运费。

8.运输保险

通常双方在签订购货合同的过程中已事先约定运输保险的相关事项。常见的保险有

海洋货物运输保险、陆空邮货运输保险等。其中,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所承保的险别,
分为基本险别和附加险别两类。

(1)基本险别。基本险别有平安险、水渍险和一切险(allrisks)三种。
平安险的责任范围包括由于海上自然灾害引起的货物全损;货物在装卸和转船过程

中的整体灭失;由于共同海损引起的牺牲、分担和救助费用;由于运输船只触礁、搁浅、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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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碰撞、水灾、爆炸引起的货物全损和部分损失。
水渍险是海洋运输保险的基本险之一。按照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保险条款,其责任

范围除了承担平安险所列的各项风险外,还承担恶劣气候、雷电、海啸、洪水等自然灾害的

风险。
一切险的承保责任范围相当于水渍险和一般附加险的总和。
(2)附加险别。附加险别有一般附加险和特别附加险两种类型。一般附加险有偷窃

提货不着险、淡水雨淋险、短量险、渗漏险、碰损破碎险、钩损险、混杂玷污险、包装破裂险、
锈损险、受潮受热险、串味险等。特别附加险有战争险、罢工险等。

9.提单

提单是出口商办理完出口通关手续,海关放行后,由外运公司签出、供进口商提货、结
汇所用的单据。

所签提单根据信用证所要求的份数签发,一般是三份。出口商留两份,办理退税等业

务,余下一份寄给进口商用来办理提货等手续。
对货物进行海运时,进口商必须持正本提单、箱单、发票来提取货物,正本提单、箱单、

发票须由进口商寄给进口商。
若空运货物,进口商可直接用提单、箱单、发票的传真件来提取货物。

10.结汇

出口货物装出之后,进出口公司即应按照信用证的规定,正确缮制箱单、发票、提单、
出口产地证明、出口结汇等单据。在信用证规定的交单有效期内,递交银行办理议付结汇

手续。

1.4 国际贸易适用的法律和惯例

1.4.1 国际贸易法的渊源

国际贸易法是指调整跨越国界的贸易关系及附属于这种交易关系的其他关系,即国

际货物运输、保险、支付与结算以及贸易争议的调解与仲裁等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法的渊源是指法律产生的根据、来源及表现形式。国际贸易法的渊源有多种形式,每

种形式的约束力度及作用范围有所不同。

1.国际条约

国际公约是国际贸易法的主要渊源,国际公约签署之后在缔约国之间生效。载有国

际贸易法规范的国际条约具有世界性、区域性和双边性。
国际条约具有世界性,如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1974年《联合国

国际货物买卖时效期限公约》、1964年《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1964年《国际货物买

卖合同的订立统一法公约》、1924年《统一提单若干法律规则的国际公约》(《海牙规则》)、

1978年《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汉堡规则》)、1929年《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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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约》(《华沙公约》)等。这类公约的作用范围大,是国际贸易法渊源的发展方向。
区域性的国际条约,如1980年欧洲经济互助委员会制定的交货共同条件,其作用范

围有限。
双边的国际条约,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双方对外贸易机构

交货共同条件》,用于调整两国之间的商品买卖关系。

2.国际贸易惯例

国际贸易惯例是指有确定内容,在国际上反复使用的贸易惯例,如对外贸易价格条

件,它在当事人引用或认可时生效。
在国际货物买卖中,有多个有关国际贸易的惯例,如国际法协会1932年制定的《华

沙—牛津规则》,又如国际商会1936年制定、1953年修订的《贸易术语解释国际通则》(后
经1967年、1976年、1980年、1990年、2000年、2010年、2020年七次补充),它统一解释了

国际货物买卖惯例,在国际上被广泛采用。
在国际货物买卖的支付中,如国际商会1958年草拟、1967年公布的《商业单据托收

统一规则》(1978年修订、改名为《托收统一规则》)和1930年拟订、1933年公布,并于

1951年修订的《商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1962年修订、改名为《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
后经1974年、1978年、1983年、1993年、2007年多次修订),在国际托收及跟单信用证等

付款方法中,针对有关各方的权利与义务做了确定性的统一规定,在相关银行承认后,对
当事人各方起约束作用。

3.格式合同及标准条款

格式合同及标准条款是由国际组织、专业公司或公会规定的,供当事人签订合同时使

用的合同或条款。
其中载明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内容一般都参照国际上通行的办法。格式

合同及标准条款在国际货物买卖、运输及保险中被广泛使用,并已成为习惯。
例如,中国的各进出口公司、中国远洋运输公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都分别制定了自

己的格式合同、提单、保险单以及保险条款。双方当事人在订约时可就其中的规定进行修

改或补充,但在实践中一般不作变动。
双方当事人签字后,或一方当事人签发后,表示双方已就其中规定达成协议,并在双

方当事人之间生效,可以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与义务关系的依据。
格式合同和标准条款构成了国际贸易法中一个具有独特性的渊源。

4.国际货物贸易国内法

由于国际贸易不断发展,一国为了便于进行对外贸易,往往参照国际上通行的实践或

规定,结合本国情况,制定本国专门调整对外贸易关系的法律,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际

贸易法》,这种法律仅在其国内生效。

1.4.2 国际贸易法的构成

1.国际货物买卖法

国际货物买卖法是国际贸易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由有关国际货物买卖的多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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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双边条约、国内立法、国际贸易惯例来调整,其中最重要的是《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

合同公约》。国际货物买卖主要涉及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风险的转

移、国际货物运输与海上保险等问题。

2.国际技术贸易法

国际技术贸易法主要调整国际有偿技术转让活动。它的主要法律规范包括国内立

法、国际许可合同等,主要涉及对技术的界定、技术的转让、国际许可证协议、有关知识产

权的国际保护等一系列公约。

3.国际服务贸易法

国际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新领域,并且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国际服务贸

易法主要是调整跨国服务交易活动。它主要的法律规范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服务贸易总

协定》,主要涉及服务的概念、类型、成员国的权利义务等方面的内容。

4.国际贸易管制法

国际贸易管制法也是国际贸易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主要包括国家管制贸易的国

内立法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多边贸易协定。国内立法主要通过关税制度和非关税制度来管

制贸易,同时世界贸易组织的多边贸易协定也为各国间的贸易活动提供了行为准则和法

律保障。

5.国际货物运输法

国际货物运输法包括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国际航空货物运输法、国际公路货物运输

法、国际铁路货物运输法以及多式联运法律问题等。

6.国际货物运输保险法

国际货物运输保险法涉及保险合同、承保风险与损失、共同海损与单独海损、代位与

委付、保险单以及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保险条款。

本 章 小 结

本章为本书的总论部分,主要介绍国际贸易和国际贸易实务的基本知识,包括国际贸

易的定义和特点,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则,国际贸易的法律与惯例等知识。通过对本章的学

习,学生们可以对国际贸易和国际贸易实务的基本知识形成总体认知,为接下来的学习打

下基础。

练习思考题

  一、单项选择题

1.国际贸易实务的基本原则包括下列所有原则,除了(  )。

A.平等原则   B.自愿原则 C.公平原则  D.近因原则

2.(  )又称世界贸易、进出口贸易。它可以调节国内生产要素的利用率,改善国

·7·



际供求关系,调整经济结构,增加财政收入等。

A.国际贸易 B.国际贸易实务 C.对外贸易 D.世界经济

3.国际贸易中一般以产品的(  )作为贸易的开始。

A.报价    B.订货  C.付款方式  D.备货

4.(  )是国际贸易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A.国际货物买卖法  B.国际技术贸易法  
C.国际服务贸易法  D.国际贸易管制法

5.(  )是国际组织、专业公司或公会规定的,供当事人签订合同时使用的合同或

条款。

A.格式合同及标准条款  B.国际条约

C.国际贸易惯例  D.国内法

6.(  )是国际贸易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主要包括国家管制贸易的国内立法和

世界贸易组织的多边贸易协定。

A.国际贸易管制法 B.国际服务贸易法

C.国际货物运输法 D.国际货物运输保险法

7.(  )是指有确定内容,在国际上反复使用的贸易惯例,如对外贸易价格条件,它
在当事人引用或认可时生效。

A.国际贸易惯例 B.国际贸易法 C.国际公约 D.国际贸易规则

8.贸易双方就报价达成意向后,买方企业正式订货并就一些相关事项与卖方企业进

行协商,双方协商认可后,需要签订(  )。

A.购货合同 B.销售确认书

C.进出口贸易合同 D.备忘录

9.国际技术贸易法主要调整国际有偿(  )活动。

A.技术转让 B.技术引进 C.技术指导 D.以上均可

10.国际货物运输法包括下列所有项目,除了(  )。

A.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 B.国际航空货物运输法

C.国际公路货物运输法 D.跨国货物运输法

  二、判断题

1.国际贸易要涉及政策、法律问题远比国内贸易复杂。 (  )

2.国际货物贸易的交易数量和金额一般较大,运输距离较远,履行时间较长,因此交

易双方承担的风险远比国内贸易要大。 (  )

3.订立合同应当遵循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即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
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的合同无效,不具有法律效力。 (  )

4.当事人在订立、履行合同和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时,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 (  )

5.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是一种法律行为,有效的合同是一项法律文件。 (  )

6.国际公约是国际贸易法的主要渊源,国际公约签署之后在缔约国之间生效。 (  )

7.国际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新领域,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国际服务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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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主要是调整跨国服务交易活动。 (  )

8.商检证书是对外贸易有关各方履行契约义务、处理索赔争、议和仲裁、诉讼举证,
具有法律依据的有效证件,同时也是海关验放、征收关税和优惠减免关税的必要证明。

(  )

9.提单是出口商办理完出口通关手续、海关放行后,由外运公司签出、供进口商提

货、结汇所用单据。 (  )

  三、简答题

1.什么是国际贸易? 它的特点有哪些?

2.国际贸易实务的基本原则有哪些?

3.国际贸易的业务流程包括哪些步骤?

4.什么是国际贸易法? 国际贸易法渊源形式有哪些?

5.什么是国际贸易惯例? 有关国际贸易的惯例有哪些?

6.国际贸易法的组成有哪些?

  四、案例分析

1.2020年2月5日,加拿大D公司向我国 H公司出售集成电路板20万块,发盘为

每块FOB维多利亚港25美元。H公司接到发盘后,于2月7日还盘,将数量减至10万

块,价格减至20美元,并要求对方即期装运。2月10日,D公司电传H公司,同意数量减

至10万块,但价格只能降至22美元,限发盘有效期为10天。H公司于2月15日电传表

示接受,但2月18日,D公司来电取消了2月10日的发盘。双方对合同是否成立发生了

纠纷,双方最终诉至法院。如果你是法官,如何判决? 为什么?

2.A商人在一茶馆与朋友饮茶,他对朋友谈到,他有一批中国一级兔毛,现货共计

5公吨,拟按每公吨8万港元出售。B商人在附近饮茶,听到了 A商人的谈话。于是,B
商人在第二天向A商人表示愿意按上述条件接受这批兔毛。在上述情况下,A、B商人之

间的合同能否成立?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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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国际交易磋商前的准备。
(2)理解国际交易磋商的基本程序。
(3)掌握签订国际合同的作用和审核书面国际合同内容的必要性。

(1)在国际交易磋商时遵循互惠互利、平等协商原则。
(2)将合法合规、诚实守信放在国际贸易磋商的首要位置。

国际交易磋商 国际市场调研 交易对象 签订合同 书面合同

在某次交易会上,我方外贸部门与一法国客商洽谈出口业务。在第一轮谈判中,
这位法国客商采取各种招数来探听我方底细,如罗列过时行情、故意压低购货数量。
我方立即中止谈判,并搜集相关情报,得知法国一家同类厂商发生重大事故导致停

产,该产品可能有新用途,在仔细分析情况后,双方继续谈判。我方依据掌握的信息

后发制人,告诉对方我方的货源不多,但产品的需求很大,商品有可能不能供货。对

方立刻意识到我方对这场交易背景的了解程度,甘拜下风。在经过交涉之后,对方接

受了我方的价格,购买了大量该产品。法国客商为什么最终接受了我方报价?
【案例分析】在商业谈判中,口才固然重要,但是最本质、最核心的是对谈判内容

的把握,这通常建立在对谈判背景的把握基础上。本案例中我方掌握情报,后发制

人,有理有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