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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信用证是我国国际贸易的重要支付方式之一；银行是否付款或承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信用证

要求提交的单据的审核；银行在实际操作中应用合理的审单标准，处理出现纠纷最多的业务，从而能更好地

进行风险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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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证是国际货物买卖的重要支付方式之一，它是

银行以自身的信誉向出口方提供的有条件付款保证的一

种书面凭证［(］。信用证业务的最大特点是只审单不审货，

因此单证相符是信用证审核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要求。

在信用证结算的实务中，单证是否完全相符通常是由开证

行或议付行做出最后定论，那么以什么标准来判断单证是

否完全相符？银行又如何防范信用证业务中的欺诈现象？

实践中，各国银行以及本国不同银行之间的做法也有所不

同。

目前 ，国际商会制定的《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第 +""
号出版物 》（简称 ./0+""）被大多数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

和地区接受和使用。若买卖双方在信用证中明确约定使

用 ./0+"" 时，则 ./0+"" 应成为银行审核信用证时的唯一

原则。但国际商会制定的统一惯例，毕竟不是有普遍约束

力的法律，若当双方当事人在信用证中排除适用统一惯例

时，银行又应该以什么标准来审核单证呢？实践中，银行

掌握好一定的审单原则，不仅可以顺利完成单证审核，而

且也能做到有效地防范欺诈。

一、独立性审单原则及其风险防范

所谓“独立性审单原则”是指：信用证虽然根据买卖双

方的贸易合同而开立的，但信用证一旦为各有关当事人所

接受，即独立于合同之外成为有效的约束各有关当事人的

契约性文件。因此，在信用证结算业务中，各有关当事人

只能完全按照信用证所规定的条件或条款，逐字、逐句、逐

条对照，以确定单据是否满足信用证的要求，而与买卖基

础关系并无直接联系。

根据独立性审单原则，受益人只要备齐符合信用证要

求的单据，就可以要求银行付款，而银行也就承担了必须

付款的义务。但是，担保本身也是一种合同关系，所不同

地只是信用证的担保合同不是单务合同，而是双务合同。

既然是双务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必然是对等的，银行有

付款的义务，就应该有审查信用证条款以及决定是否接受

信用证的权利。因此，独立性审单原则并不排斥银行对买

卖合同当事人必要事项的审查。

国际贸易中时常会出现违约或欺诈情况，虽然违约或

欺诈有时只是双方基础合同的纠纷，但如果受益人在付了

单据后，开证申请人以对方违约或欺诈而拒付货款，银行

虽然有权利向法院起诉，要求开证申请人偿付货款，但这

都属于事后救济，如果开证申请人因为对方违约或欺诈而

陷入无资力的状态，银行的权利难以得到保护，与其事后

救济，不如事前防范。

因此应该赋予开证行必要的权限，在开立信用证时就

某些事项有审查的权利，加强自身的保障功能，防范信用

证业务中的风险。

在实际操作中，银行应该对以下事项进行审查：

（一）开证申请人的资格及开证条件；

（二）开证申请人的近期业务经营状况，资产质量及负

债状况、信用等级，已开证未付汇情况记录及原因等情况；

（三）审查开证担保人的合法性、经营状况、盈利情况、

负债状况和资产流动性情况；

（四）了解受益人的资信情况、生产能力及以往的业务

合作情况，尤其对金额较大的信用证交易，更要加强对受

益人资信的调查。

二、严格审单原则及其风险防范

./0+"" 要求银行应该按照表面一致原则审核单据，

对于什么是表面一致，国际商会没有作出进一步的解释，

而实际操作中银行应用的审单原则既不是完全的字面相

符原则，也不是实质一致原则，而是介入两者之间的严格

相符原则来审核单据。

（一）不应构成拒付条件的错误

信用证之所以被广泛应用，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它

平衡了交易各方的利益，所以我们不能仅考虑一方的利益

而忽视另一方的合法权益。如果，我们仅仅是为了银行能

从开证申请人处顺利得到付款，而要求单据和信用证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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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镜像”般完全相同，尤其是对于上千页的单据审核而

言，这种要求显然是不现实的［!］。

国际商会银行委员会基于 "#$%&& 拟定了一个意见，

在国际商会银行委员会第 ’() 号出版物中，该银行委员会

对 "#$%&& 第 )’ 条 * 款中信用证与单据“相符”一词的解

释是：“单据的整体必须明显地与同一交易有关，也就是

说，每一份单据都应该与其他单据表面相关”。而且，该银

行委员会拒绝了“所有单据应该在措辞用语上严密一致”

的表述提议。

当前各国立法普遍没有对审单标准做具体规定，因此

大量的案例研究，尤其是普通法系国家的判例研究，可以

对我们的信用证交易实务提供有益的指导与帮助。如美

国 +,-./ 0 *1234- 贸易公司诉中国银行信用证不当拒付案

中，中国银行提出的不符点，即受益人名称在信用证上

“+,-./ 0 *1234- "5* 678934:”，而在提交的单据中却是“+,-./
0 *1234- 678934: "5*”，而所有的单据文件都表明显然是

“+,-./ 0 *1234- 678934: "5*”公司而不是“+,-./ *1234- "5*
678934:”与本交易有关联，于是美国法院依据该银行委员

会的解释判该不符点并不构成信用证的拒付点，判决中国

银行构成不当拒付信用证，中国银行败诉。

由于美国是采取维持先案的原则，即先前的案子对以

后类似情况的案子均有约束力，因此当银行在审核交易涉

及美国一方的信用证时应该特别注意这一点。与美国的

情况相类似，绝大部分国家的法院在审理信用证纠纷案子

时，也都不把这种纯文法、纯技术性、纯文书错误作为银行

拒付的理由。

（二）单据中的其它错误，应视具体情况判断

在国际贸易中，因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因素的差

异，往往隐藏着更大的风险。在信用证业务中，由于银行

不是买卖基础合同的当事人，因此对于涉及买卖双方在信

用证中所使用的两者之间约定俗成的惯例用语，或是以一

般人的理解，条款显然有两种或以上的理解；而这两种以

上的理解都能为人们所接受时，银行在审单时，应该从严

把握。

如果发现类似情况，应该立即通知开证申请人，开证

申请人如果认为该不符点能够接受，银行应在开证申请人

做出相应担保的情况下，作出支付保证，以避免银行在支

付了受益人后，开证申请人基于各种原因拒绝付款赎单，

甚至买卖双方联手欺诈银行；如果银行在通知开证申请人

后，开证申请人基于各种原因，未能及时做出答复，银行也

应该基于自身判断标准，及时向受益人作出拒付通知，避

免期限一过丧失拒付权利，而不得不付款；如果付款后，开

证申请人此时以单证不符为由要求拒付，银行可以以已经

通知并征求了意见为由进行抗辩。

在作出拒付通知时，银行应该注意拒付通知的措辞，

避免含糊其词，给对方以可乘之机。在拒付通知中，银行

应该以自身的名义明确地作出拒付的意思表示，而不要说

诸如“我们正在就不符点联系申请人或以我们申请人的最

后决定为准”的词句，这会被对方认为是开证行还处在审

证过程中而不是作出了拒付通知；如果开证行自以为作出

了拒付通知，很容易就会拖过七天的审单期，期限已过，银

行就背上了无条件付款的责任。

对于遵循严格审单原则而出现的各种不符情况，不能

一概而论，银行在处理这类单证不符的信用证业务时，要

视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不能固守一成不变的规则，要针对

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防范措施。实践中，要适当考虑基

础交易的有关状况，比如双方当事人的惯常交易规则、基

础交易不同行业的习惯行规，以及不同交易时期的特别规

则等。另外，银行也不能忽视信用证受益人国家的法律法

规和受益人所在国银行和司法实务界对这类涉及单证不

符点时的习惯处理规则，毕竟不同国家有不同的价值趋向

和不同的判断标准，实践中又没有形成一套适合世界不同

区域的价值判断标准，因此银行在是否做出信用证拒付

时，一定要彻底了解对方国家在这类问题上的基本态度，

根据有利于自己的原则做出适当的处理。

中国银行在此类业务的处理时，最大的忌讳就是一味

地倒向国内开证申请人。如果国内银行轻易判断单证不

符，就会解除申请人的付款义务，而当国外受益人对中国

银行在国外提起诉讼时，往往中国银行败诉后，不得不支

付信用证项下的款项，而此时开证申请人又解除了信用证

项下的付款义务，此时银行已经付出的款项难以得到偿

还，银行损失在所难免。为了防范这类风险的发生，银行

在判断是否拒付时，就要谨慎行事，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

责令申请人提供相应的担保，除此之外，银行还要综合考

虑各方面的因素。

三、其它审单原则及其风险防范

（一）按照信用证所规定的条件或条款审单

由于 "#$%&& 在性质上属于惯例，如果当事人在信用

证中明确排除其使用时或是信用证的规定与其有抵触时，

信用证的规定优于 "#$%&& 的原则和条款，开证行应该尊

重当事人的选择，严格按照新信用证的要求审核单据。

（二）按照事物的内在联系，总括与包容的方法审单

信用证可能会出现上下文不一致甚至矛盾的地方，银

行在审核单证时，应该遵循一定的原则；如果信用证中有

总括的规定，又有具体的规定，而且总括规定在先，具体规

定在后，信用证中又无相反规定，应遵循具体规定优先原

则。

通常情况下，只有具体规定才能体现双方当事人的真

实意思表示，如在信用证中，双方先是规定了有关家具的

条款，而在后面的条款中又明确说明提交关于具体的桌

子、椅子等具体家具名称的单据，而当提交的单据有明显

指向这些具体的规定时，就应该认为单证是相符的。

如果在信用证中，上下文有矛盾的情况，如果根据对

信用证总体的解释，仍可以推知双方的真实意思，而且根

据交来的单据又可以证明这种推测是正确的，这就应该认

为单证是相符合的；如果当信用证中的矛盾难以调和，无

法推知双方的本意，而且从交来的单据中也很难推断双方

的真实意图，银行应该作出拒付通知。

（三）区别各种单据的功能，合情、合理地审单

信用证要求的单据种类多种多样，而不同单据又具有

不同的功能，因此银行在审核单证时不能执行统一划线的

原则，应该区别对待。发票和装箱单的功能在于说明货物

的本质属性，可以反映基础交易的真实状况，因此类似的

单据应该列出货物的具体名称，并应该载明货物的特性；

而像提单之类的单据，可以简略列出货物的总称，而银行

在审核这类单据时，不应该算作单证不符。

（四）与信用证条款逻辑一致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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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客观存在为基础，进行逻辑思维，从而保证单据本

身或各个单据之间既有关联又不矛盾，合情合理。此原则

较适用于单据的数据和时间性条款。

例如：信用证条款规定受益人在议付时必须提交一份

由开证人签发的货物品质检验证书，而信用证本身没有规

定检验证书的日期，那么合理的检验日期应该是在装船日

期之前，如果该日期在装船日期后，开证行就有拒付的理

由，开证人还没有签发检验证书，受益人无法证明货物质

量合乎要求和可以付运。无论如何，检验证书的日期应该

在装船日期之前，除非检验证书除了签发在日期外，还明

确地证明了一个检验日期［!］。

（五）与信用证条款对应一致的原则

受益人所提交的单据应该能够充分证明严格执行了

信用证所规定的条款，并与信用证规定的条款相吻合。

一般情况下，对应一致的原则应该适用于操作性条

款。例如：信用证中规定“"#$%&’&"(%# )’ *+(,&%- .-
/&0#1 #23#$%”。如果受益人提交的证书是由一个专家

签发的，开证行就应该拒付，因为信用证要求专家明显是

复数，也就是必须由两个以上的专家证书方符合信用证的

要求，由一个专家签发的证书明显不能与信用证条款对应

一致。

对应一致并不是要求照抄照搬。比如：信用证规定提

单的收货人为受益人（(33,&"(1%）。如果按照表面一致

的原则，交来的提单中收货人写上了 (33,&"(1%，那么银

行就应该以单据没有执行信用证的条款而拒付。

总之，银行在审核单证是否相符时，会有各种各样的

情况出现，银行对此应有适当的对策与风险防范机制，银

行在贯彻信用证独立原则时，也要在某些方面保留适当的

介入权限，以避免在信用证开出后，避免出现不应该出现

的风险。信用证涉及的单证繁多复杂，审核起来会涉及各

方面的问题。银行在这方面总的原则是严格贯彻信用证

这一设计独特的付款机制，银行在作出拒付时，不应该依

据基础合同当事人的纠纷来裁定，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应该

按照基础合同的纠纷来解决。对于信用证中出现不符甚

至相矛盾的地方，银行应该根据信用证上下文之间的逻辑

关系或者字里行间暗示的意思来认定，同时还要结合所提

交的单据来推定当事人的真实意图。对于信用证中没有

规定要求提交的单证或者文件，如果当事人提交上来，银

行应该视为未提交，不负审查的义务，责任由有关当事人

自负。如果信用证中严格要求必须按照信用证中的条款

审核，则银行必须执行，不能在信用证规定之外寻求其他

标准。另外，对于信用证中软条款的问题，银行在审查信

用证时，应该用适当的方式提醒受益人，避免受益人遭受

不应有的损失，这样也可以避免受益人陷入对银行支付不

能的境地。

独立性原则和严格相符原则是银行审单的基本原则，

银行应该全面理解并灵活运用原则，采用辩证逻辑的思维

方法审单，从而能真正防范风险，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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