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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结算】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2060270】 
课程学分：【2】 
面向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 
课程性质：【系级选修课】 
开课院系：商学院经济贸易系 
使用教材：【国际结算，王学惠、王可畏，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参考书目【进出口贸易实务教程（第 8 版），吴百福，徐小薇，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年 8
月第 1 版】 
【UCP600 ICC 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2007 年修订本），国际商会，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2006 年 11 月

第 1 版】 
【国际商会托收统一规则 (URC 522)，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ICC CHINA）组织翻译，中国民主法

制出版社，2003 年 11 月出版】 
【国际结算与贸易融资实务（第二版），李华根著，中国海关出版社，2017 年 12 月第 2 版】 

先修课程：【国际贸易 2060052（3）；国际贸易实务 2060056（4）；外贸单证实务 2060200（2）】 

二、课程简介 
国际结算是从事国际贸易非常重要的一门重要课程，是一门前沿性、综合性、实务操作性较强的课程。本课程全面

介绍了国际结算业务的基本类别、性质、特点，介绍国际清算系统、票据、单据、传统国际结算方式、担保类金融产品、

进出口货物贸易融资、贸易服务平台与银行付款责任、国际保理及跨境人民币结算。要求学生在学习中从银行信贷融资

的角度加深理解在《进出口贸易实务》课程中学习的货款结算方式，了解其除了货款收付外的融资功能。注意理论联系

实际结合实例加深理解，从而达到能较为完整地掌握国际结算的基本业务知识及其主要作用和意义。 

三、选课建议 

本课程适合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三年级及以上学生，学生应具备一定的国际贸易实务基础。 

四、课程与专业毕业要求的关联性 

专业毕业要求 关联 
LO1: 表达沟通 

理解他人的观点，尊重他人的价值观，能在不同场合用书面或口头形式，与国内外客户、不同部门的工作

人员进行顺畅的沟通，建立、保持和发展一种友好的可持续的业务关系。 
 

LO2: 自主学习 

学生能根据环境需要确定自己的学习目标，并主动地通过搜集信息、分析信息、讨论、实践、质疑、

创造等方法来实现学习目标。 

 

LO31: 国际货物贸易能力 

能够运用国际贸易专业知识、专业理论和相关的法律与惯例，开拓国际市场，与目标客户建立业务关

系，签订国际货物贸易合同，并完成合同的履行和善后。 

 

LO32：跨境平台运营能力 

能够跟踪分析公司产品运营行为转化数据和行为数据，准确识别市场需求和发展趋势，不断优化运营

手段和运营规则，做出合理的管理决策。 

 

LO33：国际商务谈判能力：能够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通过不同渠道搜集客户信息，运用一定谈判策略和

谈判技巧，争取合作条件，达到双方满意的目的。 
 

LO34：经济计量分析能力：能够基于了解社会总体和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及其成果，以及各变量之间

相互关系，对实际经济问题初步进行定性和定量描述与分析，并初步预测经济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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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LO=learning outcomes（学习成果） 

五、课程目标/课程预期学习成果 

 

 

 

 

 

 

 

 

六、课程内容 

第 1 单元国际结算概述      理论课时 4 

教学内容： 

1.1 国际结算的概念及分类 

1.2 国际结算的特点、性质及内容 

1.3 国际清算系统、国际结算中的银行及国际惯例 

1.4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 

1.5 国际结算的产生与发展趋势 

知识要求： 

①知道国际结算的基本概念和分类； 

②理解国际清算系统、国际结算中的银行及国际惯例； 

③熟悉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 

能力要求： 

①能够了解国际结算中清算系统及国际惯例相关知识。 

课程思政： 

LO35：外汇及商品风险防范能力：能够识别国际贸易中的外汇收支风险、商品交易过程的风险

以及资金风险，并能采取合理措施进行最大化的风险防范。 
 

LO4：尽责抗压 

遵守纪律、守信守责；具有耐挫折、抗压力的能力。 
 

LO5：协同创新 

同群体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做集体中的积极成员；善于从多个维度思考问题，利用自己的知识与实践来

提出新设想 

 

LO6：信息应用 

具备一定的信息素养，能收集、筛选、分类、统计和汇总相关信息，并能在工作中应用信息技术解决

问题。 

 

LO7：服务关爱 

愿意服务他人、服务企业、服务社会；为人热忱，富于爱心，懂得感恩。 
 

LO8：国际视野 

具有基本的外语表达沟通能力与跨文化理解能力，有国际竞争与合作的意识。 
 

序号 
课程预期 

学习成果 

课程目标 

（细化的预期学习成果） 
教与学方式 评价方式 

1 LO31 

学会国际贸易结算工具、国际贸易结算

方式、国际贸易结算单据以及国际贸易

融资等 

案例教学、问题导向

教学，精讲多练  

课后各类作业和讨论，

考试 

2 LO35 

学会汇款、托收、信用证、银行保函、

国际保理、福费廷等结算过程的风险防

范 

案例教学、问题导向

教学，精讲多练 

课后各类作业和讨论，

考试 

3 LO5 

能理解人民币国际结算，通过搜集资料，

明确人民币进口信用证和出口信用证

的业务流程 

案例教学、问题导向

教学，精讲多练 

课后各类作业和讨论，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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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结算是一个国家金融和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国家的经济安全，在单元里要告诉学生：国际结算中会

存在各种风险，要树立经济安全意识规避各种风险。 

教学重点： 

国际结算的特点、国际清算系统、国际结算中的银行及国际惯例、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 

 

第 2 单元国际结算工具——票据    理论课时 2  

教学内容： 

2.1 票据概述 

2.2 汇票 

2.3 票据行为 

2.4 本票 

2.5 支票 

2.6 票据欺诈及其防范 

知识要求： 

①知道票据法在国际结算中的重要性； 

②理解票据的概念、特性、功能； 

③理解三大票据及票据的行为； 

④理解票据欺诈的类型及防范措施； 

能力要求： 

①能够正确理解票据的概念、特性、功能及票据法在结算中的作用。 

②能够正确识别票据欺诈。 

③能根据票据的当事人及其权责，正当持票人及其权利等对实际案例进行正确分析。 

课程思政： 

票据是国际结算的基本工具，涉及相关的法律法规。要告诉学生：依法开展票据工作。 

教学重点： 

票据行为；票据的欺诈及防范 

第 3 单元国际结算方式——汇款  理论课时 2 

教学内容： 

3.1 汇款结算方式概述 

3.2 汇款头寸的偿付 

3.3 汇款的退汇 

知识要求： 

①知道汇款结算方式的结算流程； 

②理解汇款头寸的偿付的转账方法及汇款的退汇的相关规定。 

能力要求： 

①能够描述汇款结算流程。 

②能够正确选择汇款头寸的偿付的转账方法。 

课程思政： 

   该单元是国际结算常用的结算方式；对买卖双方来说存在不同的风险。要教育学生多学习相关的案例，从中吸取经验

教训，提高防范风险的能力。 

教学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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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款头寸的偿付的转账方法；汇款的退汇。 

教学难点： 

汇款头寸的偿付的转账方法 

第 4 单元国际结算方式——托收    理论课时 2 

教学内容： 

4.1 托收的概念、法律关系及业务流程 

4.2 托收项下的贸易融资 

4.3 跟单托收的风险及其防范 

知识要求： 

①知道托收的概念、法律关系及业务流程； 

②理解信托收据融资、提货担保、出口托收押汇、融通汇票贴现融资等几种方式的运用。 

③理解跟单托收的风险防范 

能力要求： 

①能根据业务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融资方式。 

②能够正确识别跟单托收中的风险，并进行风险防范。 

课程思政： 

   该单元是国际结算常用的结算方式，涉及相关的国际惯例；该结算式对买卖双方来说存在不同的风险。要教育学生掌

握和理解相关的国际惯例，多学习相关的案例，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提高防范风险的能力。 

教学重点： 

信托收据融资、提货担保、出口托收押汇、融通汇票贴现融资等融资方式。 

教学难点： 

跟单托收的风险防范。 

第 5 单元国际结算方式——信用证    理论课时 4 

教学内容： 

5.1 信用证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 

5.2 信用证中的“软”条款 

5.3 信用证业务纠纷的处理 

5.4 信用证项下的贸易融资 

5.5 信用证业务中的风险及防范 

知识要求： 

①理解开证申请人、开证行、通知行、受益人、议付行、保兑行、付款行、偿付行等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 

②理解信用证中的“软”条款； 

③知道信用证业务常出现的纠纷； 

④理解信用证项下的贸易融资过程。 

课程思政： 

   该单元是国际结算常用的结算方式，涉及相关的国际惯例；该结算式对买卖双方来说存在不同的风险。要教育学生掌

握和理解相关的国际惯例，多学习相关的案例，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提高防范风险的能力。 

能力要求： 

①能识别信用证条款中的“软”条款。 

②能够根据业务情况处理信用证业务纠纷。 

③能够识别信用证业务中的风险，并进行防范措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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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 

信用证项下的贸易融资；信用证项下的贸易融资。 

教学难点： 

信用证中的“软”条款的识别。 

     第 6 单元   国际结算担保方式——银行保函     理论课时 4 

教学内容： 

6.1 银行保函的概念、性质和基本内容 

6.2 保函的主要当事人及其权责关系 

6.3 银行保函的种类 

6.4 银行保函的业务运作 

知识点： 

①知道银行保函的概念、性质和基本内容及种类； 

②理解银行保函的主要当事人之间的权责关系； 

③理解银行保函的业务运作； 

能力要求： 

①能够判断银行保函的主要当事人之间的权责关系。 

②能够业务资料描述银行保函的业务运作流程； 

课程思政： 

    该单元是国际商务融资的基本保证措施，有相关的法律和国际惯例。要教育学生：掌握和理解相关的法律和国际惯

例，多学习相关的知识研究相关案例，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提高防范融资风险的能力 

教学重点： 

银行保函的主要当事人之间的权责关系 

教学难点 

银行保函的业务运作流程 

第 7 单元   国际结算担保方式——备用信用证     理论课时 2 

教学内容： 

7.1 备用信用证概述及业务流程 

7.2 备用信用证的种类 

7.3 备用信用证的国际惯例 

7.4 备用信用证、跟单信用证与银行保函的关系 

知识要求： 

①知道备用信用证概述及种类； 

②理解备用信用证的国际惯例； 

③理解备用信用证的业务流程。 

能力要求： 

①能根据业务情况正确选用备用信用证、跟单信用证与银行保函。 

②能够描述备用信用证的业务流程。 

教学重点： 

备用信用证的业务流程、备用信用证的国际惯例。 

课程思政： 

    该单元是国际商务融资的基本保证措施，有相关的法律和国际惯例。要教育学生：掌握和理解相关的法律和国际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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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多学习相关的知识研究相关案例，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提高防范融资风险的能力 

教学难点： 

 

第 8 单元   国际保理      理论课时 2 

教学内容： 

8.1 国际保理的概念、分类及特点 

8.2 国际保理业务的运作流程 

8.3 国际保理结算方式与出口信用保险 

知识要求： 

①知道国际保理的概念、分类及特点； 

②理解国际保理业务的运作流程； 

③知道国际保理结算方式与出口信用保险的区别； 

能力要求： 

①能够根据实际业务情况正确选用国际保理结算方式与出口信用保险。 

②能够正确描述国际保理业务的运作流程。 

课程思政： 

    该单元是国际商务融资的基本保证措施，有相关的法律和国际惯例。要教育学生：掌握和理解相关的法律和国际惯

例，多学习相关的知识研究相关案例，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提高防范融资风险的能力 

教学重点及难点： 

国际保理业务的运作流程 

第 9 单元  跨境电商支付与结算  理论课时 4 

教学内容： 

9.1跨境电商支付与结算概述 

9.2跨境电商第三方支付 

9.3跨境电商的支付风险 

知识要求： 

①知道跨境电商支付与结算的涵义和特点； 

②了解跨境电商第三方支付操作； 

③了解跨境电商的支付风险。 

能力要求： 

能够了解和掌握跨境电商支付与结算的特点及操作。 

课程思政： 

    该单元是新型国际贸易形式，与传统国际贸易有许多区别，有相关的法律要求。要教育学生：掌握和理解相关的法

律，多学习相关的知识、研究相关案例，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提高用好各种结算工具、防范结算风险的能力。 

教学重点： 

跨境电商支付与结算；跨境电商第三方支付 

第 10 单元    国际贸易融资    理论课时 6 

教学内容： 

    10.1 短期贸易融资  

    10.2 中长期贸易融资  

    10.3 中国商业银行的对外贸易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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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要求： 

② 掌握短期贸易融资 ； 

②熟悉 中长期贸易融资 ； 

③熟悉 中国商业银行的对外贸易融资 ； 

能力要求： 

能够了解和掌握国际贸易融资的特点及操作。 

课程思政： 

    该单元是国际贸易融资的基本形式，有相关的法律和国际惯例。要教育学生：掌握和理解相关的法律和国际惯例，

多学习相关的知识研究相关案例，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提高用好融资工具、防范融资风险的能力。 

教学重点： 

短期贸易融资；中国商业银行的对外贸易融资 

 

 

七、评价方式与成绩 

总评构成（1+X） 评价方式 占比（%） 
评测的毕业要求/指

标点编号 

1 期末闭卷考 
60% 

LO31 

X1  课外作业  
20% 

LO35 

X2 案例分析 
10% 

LO5 

X3 课堂表现（考勤、讨论回答问题、学习态度等） 
10% 

LO31 

 
 
 
 

 
 
 

撰写人：肖勇 

系主任审核：   

时间：2024.2.17 时间： 2024.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