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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99_85_E8_B4_B8_E6_c67_492391.htm 根据《UCP 500》的

规定，只有注明“可转让” （Transferable ）字样，信用证方

可转让。可转让信用证只能转让一次，信用证允许分批装运/

支款，在总和不超过信用证金额的前提下，可分别按若干部

分办理转让，即可转让给 几个第二受益人。信用证只能按原

证规定条款转让，但信用证金额、单价、到期日、交单日及

最迟装运日期可以减少或缩短，保险加保比例可以增加。信

用证申请人 可以变动。信用证在转让后，第一受益人有权以

自身的发票（和汇票）替换第二受益人的发票（和汇票），

其金额不得超过信用证规定的原金额。在替换发票（和汇 票

）时，第一受益人可在信用证项下取得自身发票和第二受益

人发票之间的差额。另外，信用证的转让并不等于合同的转

让，如第二受益人不能按时履行义务，第一 受益人仍要对合

同的履行负责。在实际业务中，要求开立可转让信用证的第

一受益人，通常是中间商人，为了赚取差额利润，中间商可

将信用证转让给实际供货人， 由供货人办理出运手续。 2.不

可让信用证（Non-transferable Credit） 不可转让信用证是指受

益人不能将信用证的权利转让给他人 的信用证。凡信用证中

末注明“可转让”（Transferable）者，就是不可转让信用证

。 （七）循环信用证（Revolving Credit） 循环信用证是指信

用证被全部或部分使用后，其金额又恢复到原金额，可再次

使用，直至达到规定的次数或规定的总金额为止。 循环信用

证又分为按时间循环信用证和按金额循环信用证。 1.按时间



循环的信用证是受益人在一定的时间内可多次支取信用证规

定的金额。 2.按金额循环的信用证是信用证金额议付后，仍

恢复到原金额可再次使用，直至用完规定的总额为止。具体

做法有三种： （1）自动式循环信用证。即每期用完一定金

额，不需要等待开证行的通知，即可自动恢复到原金额。 

（2）非自动循环信用证。即每期用完一定金额后，必须开证

行通知到达，信用证才恢复到原金额继续使用。 （3）半自

动循环信用证。即每次支款后若干天内，开证行未提出停止

循环使用的通知，自第×天起即可自动恢复至原金额。 循环

信用证与一般信用证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一般信用证使用后

即告失效；而循环信用证则可多次循环使用。 循环信用证的

优点在于：进口方可以不必多次开证从而开证费用，同时也

可简化出口方的审证、改证等手续，有利于合同的履行。所

以，循环信用证一般在分批均匀交货的情况下采用。 （八）

对开信用证（Reciprocal Credit） 对开信用证是指两张信用证

的开证申请人互以对方为受益人而开立的信用证。对开信用

证的6特点是第一张信用证的受益人（出口人）和开证申请人

（进口人）就 是第二张信用证的开证申请人和受益人，第一

张信用证的通知行通常就是第二张信用证的开证行。两张信

用证的金额相等或大体相等，两证可同时互开，也可先后开 

立。对开信用证多用于对销贸易或加工贸易。 （九）对背信

用证（Back to Back Credit） 对背信用证又称转开信用证，是

指受益人要求原证的通知行或其他银行以原证为基础，另开

一张内容相似的新信用证。对背信用证的受益人可以是国外

的，也可以 是国内的，对背信用证的开证银行只能根据不可

撤销信用证来开立。对背信用证的开立通常是中间商转售他



人货物，从中图利，或两国不能直接办理进出口贸易时， 通

过第三者以此种方法来沟通贸易。 总之，信用证的种类繁多

，交易双方应根据交易具体情况合理选择，并在合同中作出

明确的规定。 第四节 银行保函与备用信用证 在国际经济贸易

交往中，交易双方往往缺乏了解和信任，因而给达成交易和

履行合同造成一定障碍。为解决这些问题，就出现了由信誉

卓著的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 构开具银行保函或备用信用证，

担保人保证申请人履行双方签订的有关商务合同或其他经济

合同项下的某种责任或义务，从而有利于交易的顺利进行。 

一、银行保函 （一）银行保函的含义及其性质 保函（Letter

of Guarantee，简称L／G）又称保证书，是指银行、保险公司

、担保公司或个人（保证人）应申请人的请求，向第三方（

受益人）开立的一种书面信用担保 凭证。保证在申请人未能

按双方协议履行其责任或义务时，由担保人代其履行一定金

额、一定期限范围内的某种支付责任或经济赔偿责任。在保

函项下，按索偿条件 分，通常可分为两种： （1）有条件保

函（Conditional L／G） 有条件保函是指保证人向受益人付款

是有条件的，只有在符合保函规定的条件下，保证人才予付

款。可见有条件保函的担保人承担的是第二性、附属的付款

责任。 （2）见索即付保函（Demand Guarantees） 国际商会

《见索即付保函统一规则》（即国际商会第458号出版物）规

定：见索即付保函“是指由银行、保险公司或其他任何组织

或个人出具的书面保证，在提 交符合保函条款的索赔书（如

：工艺师或工程师出具的证明书、法院判决书或仲裁裁定书

）时，承担付款责任的承诺文件”。据此，见索即付保函的

担保人承担的是 第一性的、直接的付款责任。所以，这种保



函又称无条件保函（Unconditional L／G）。 银行保函

（Banker‘s Letter of Guarantee）是由银行开立的承担付款责

任的一种担保凭证。银行根据保函的规定承担绝对付款责任

。所以，银行保函大多属于见索即付保函。 见索即付保函与

其可能依据的合约或投标条件分属不同的交易，由此可见，

见索即付保函是一种与基础合同相脱离的独立性担保文件，

受益人的权利与担保人的义 务完全以保函所载内容为准，不

受基础合同的约束，受益人只要提交了符合保函要求的单据

，担保人就必须付款。所有保函均为不可撤销的文件。保函

必须是书面 的，“书面”包括有效的电讯信息或加密押

的EDI信息。 有关银行保函的国际惯例是由国际商会制订并

修订的《见索即付保函统一规则》，即国际商会第458号出版

物，简称《UDG458》。 （二）银行保函的种类 银行保函在

实际业务中的使用范围很广，它不仅适用于货物的买卖，而

且广泛适用于其他国际经济合作领域。例如，在国际工程承

包、招标与投标以及借贷业务中均有使用。银行保证书按其

用途可分为投标保证书、履约保证书和还款保证书。 1、投

标保证书（Tender Guarantee） 投标保证书是保证人向受益人

（招标人）承诺，当申请人（投标人）不履行其投标所产生

的义务时，保证人应在规定的金额限度内向受益人付款。投

标保证书主要 担保投标人在开标前不撤销投标和片面修改投

标条件，中标后要保证签约和交付履约金。否则，银行负责

赔偿招标人的损失。 2.履约保证书（Performance Guarantee） 

履约保证书是指保证人承诺，如果担保申请人（承包人）不

履行他与受益人（业主）之间订立的合同时，应由保证人在

约定金额限度内向受益人付款。 3.还款保证书（Repayment



Guarantee） 还款保证书是指保证人应合同一方当事人的申请

，向合同另一方当事人开立的保证书。保证书规定，如申请

人不履行他与受益人订立的合同的义务，如不将受益人预付

或支付的款项退还给受益人，银行则向受益人退还或支付款

项。 除上述几种保函外，还可以根据其他功能和应用的不同

，分为其他种类，如补偿贸易保函、融资租赁保函、借款保

函、贸易项下的延期付款保函等等。 （三）银行保函与信用

证的异同 银行保函与信用证有相同之处，但又有所不同。相

同之处是：银行保函和信用证均属银行信用，银行的付款责

任都是第一性的；都规定有金额限制；皆有有效期限和保付

条款等。 银行保函与信用证的不同主要是： 1.适用范围不同

。信用证主要适用于货物的买卖；而银行保函的用途较为广

泛，除用于货物贸易，还可用于工程承包、投标与招标、借

贷与融资等业务。 2.对单据的要求不同。在信用证方式下与

信用证相符的货运单据是付款的主要依据；在银行保函方式

下单据则不是付款的依据，而是凭符合保函条款的索赔书或

保函中规定的其他文件承担付款。二、备用信用证（Standby

Letter of Credit） （一）备用信用证的含义 备用信用证是指开

证行根据开证申请人的请求对受益人开立的承诺承担某项义

务的凭证。即开证行保证在开证申请人未能履行其应履行的

义务时，受益人只要凭备 用信用证的规定向开证行开具汇票

（或不开汇票），并提交开证申请人未履行义务的声明或证

明文件，即可取得开证行的偿付。 备用信用证是属于银行信

用，开证行对受益人保证，在开证申请人未履行其义务时，

即由开证行付款。因此，备用信用证对谓受益人来说是备用

于开证申请人发生 毁约时，取得补偿的一种方式。如果开证



申请人按期履行合同的义务，受益人就无需要求开证行在备

用信用证项下支付货款或赔款。这是所以称作“备用”

（standby）的由来。 备用信用证一般用在投标、技术贸易、

补偿贸易的履约保证、预付货款和赊销等业务中，也有用于

带有融资性质的还款保证。近年来，有些国家已开始把备用

信用证用于买卖合同项下货款的支付。 有关备用信用证的国

际惯例是《UCP 500》和国际商会对备用信用证制定的《国际

备用信用证惯例》，即国际商会第590号出版物，简称《ISP98

》。 （二）备用信用证与跟单信用证的异同 国际商会

《UCP500》将备用信用证包括在跟单信用证范畴内，可见备

用信用证与跟单信用证有相同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备用信

用证与跟单信用证的开证行所承担的付款义务都是第一性的

；均凭符合信用证规定的凭证或单据付款；备用信用证与跟

单信用证都是在买卖合同或其他合同的基础上开立的，但是

，一旦开立就与这些合随无关，成为开证行对受益人的一项

独立的义务。 备用信用证与跟单信用证的不同之处主要是： 

（1）在跟单信用证下，受益人只要提交与信用证要求相符的

单据，即可向开证银行要求付款。而在备用信用证下，受益

人只有在开证申请人未履行义务时，才能行使信用证规定的

权利。如开证申请人履行了约定的义务，则备用证就成为备

而不用的文件。 （2）跟单信用证一般只适用于货物的买卖

；而备用信用证可适用于货物以外的多方面的交易b例如，在

投标业务中，可保证投标人履行其职责；在借款、垫款中，

可保证借款人到期还款；在赊销交易中，可保证赊购人到期

付款等。 （3）跟单信用证一般以符合信用证规定的货运单

据为付款依据；而备用信用证一般只凭受益人出具的说明开



证申请人未能履约的证明文件，开证银行即保证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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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