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 .息 O高校讲台 O 2《 X场 年 第 8期

我国出口企业内部风险的控制
王 琦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 福建 厦门 3 6100 5 )

摘要
:

我国企业在进行贫易时持有一些惯常的思维和做法是缺 少风险意识和防范措施 的
,

而在文易的各环 节都存在着隐患和风 险
,

存在 巨

段的海外坏殊
。

本丈枕我国出口公司内那风险进行研究
,

针时贾易过程 中进 口商的确定
、

合同变更时注意的问题
,

以及采 用短期 出 口 信 用保 险

项下触资的风险与防范进行探讨
,

从而在一定租度上拉 制奋司的 内部风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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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 ,

自 2X( X) 年以来
,

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一直保持顺差
,

进出口差额增

长率从 2X() 1年时的 .6 53 %增长到 2X( 抖 年时的 27 .5 0%
。

我国出口 额从

2X() l 年至 Z IX抖 年在的短短三年时间内翻了一番
,

增长势头迅速
。

在我国加人 确叮O 以来
,

我国的平均关税税率已降至 12%
。

面对

激烈的竟争局面
,

我国企业快速的出 口增长与国家的政策扶持是密不

可分的
。

2X() 3 年 or 月
,

我国政府对出 口退税机制进行改革
,

按照
“

新

联不欠
,

老账耍还
,

完善机制
,

共同负担
,

推动改革
,

促进发展
”

的原则
,

对历史上欠退税款由中央财政负责偿还
,

确保改革后不再发生新欠
。

同时
,

建立中央
、

地方共同负担的出口退税新机制
,

对出 口退税率进行

结构性调整
,

适当降低出口退税率
。

新的出口退税制度改革在 2以抖 年

1月 1 日实施后
,

出 口企业在 200 3 年 12 月出现了集中出 口 的现象
,

对优化我国出口产品结构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

国家对出 口企业的保护不再是
“

家长式
”

的
,

出口公司倚重出 口产

品的价格竞争优势受到了进 口国关税壁垒
、

政策壁垒的挑战
。

初级产

品的优势价格被视为倾销策略
、

出 口配锁限制等不利因素使出口 企业

的生存压力很大
。

同时
,

我国政府在职能转变过程中
,

政策领导市场
、

调控经济为主的手段正在逐渐向市场化手段过渡
,

这意味着出口 退税

制度在尽到旧债清偿的责任后
,

逐渐选择新的办法通过市场的自发调

节
、

宏观调控来调整我国出 口产品的总额和结构
。

在 2X( 抖 年 4 月公布

的新贸易法中
,

将出 口信用保险
、

出口退税和出 口信贷并列为我国三

大支持出 口的政策性工具
,

己显示出我国政府的新举措
。

长久以来
,

我国企业在进行贸易时采取的一些惯常的思维和做法

是缺少风险意识和防范措施的
,

而在交易的各环节都存在着隐患和风

险
。

中国出 口信用保险公司在 (国家风险分析报告 ( 2X() 5 )》中指出以

2X( 抖 年的中国出口额推算
,

每年因为出 口产生的海外坏账达到约 300

亿美元
,

出口业务的坏账率高达 5%
,

是发达国家的 10 倍
。

因此
,

出口

公司在应对新的市场环境
、

新的政策时应该寻求非价格竞争方式来提

高梢咨翻
,

尤其是树立风险意识
,

对在交易过程中可能因自身的做法

引发的风险加以防范
,

才能做到德健经营
,

减少潜在损失
。

公司内部风险是由于公司在经营过程中自身的原因导致公司管

理和财务运作出现问题而造成的管理困难
、

现金流不足等而带来的损

失
。

目前我国的出 口企业多为中小企业
,

数量庞大
,

出 口产品种类萦

杂
,

经营管理上不系统
。

本文将从出口企业贸易中进 口商的选择
、

合同

变更的应对
.

以及短期出口信用保险项下融资方面探讨我国出 口公司

如何控制内部风险
,

减少坏账发生
,

避免现金流不足的问题
。

二
、

注工进 口商的动态资伯评估

贸易的双方在合同达成前处在一个动态的博弈过程中
,

选择 可靠
的买家是交易成功的第一个重要环节

。

对外贸易由于其地域的差异较

大
,

因而对贸易双方带来了一定的阻碍
,

时间
、

空间
、

制度上的制约
.

使

买方
、

卖方在从客观上了解贸易的意愿存在一定的难度
。

公司的规模
、

经营状况等一些基本情况还可以通过互联网
、

专业的资信调查公司
、

年报等方面获取
,

但是当前买卖的主观意愿
、

公司内部关联交易等信

息就不易获得
。

在贸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

我国出口商经常选

择节省成本的方式评估进 口商的信用背景
,

一般通过进口商所在国家

的政治风险
、

进 口商的规模
、

成交历史
、

付款纪录
、

行业前景等方面评

判买家的信用程度
,

主观地决策其单笔贸易的风险程度大小
。

如果认

为风险在出 口企业可 以接受的范围内则会继续该贸易协商
、

订立合

同 ;若风险程度超出其可以承受的范围便寻找另一买家
。

在需求驭动

的贸易市场中
,

出 口企业往往无法左右买家的选择
,

通常会采取投保

出 口信用保险分散进口商的政治风险和一部分商业风险
。

在这一过程

中
,

主要存在着两个问题
:

对进 口商风险评定的主观随惫性和出 口信

用保险的高费率
。

在对进 口商风险评定过程中
,

需要对进 口 商全方位考察
,

不但要

了解公司本身的近期经营状况
、

发展动向
,

还需要分析该厂商所在国

的政治环境是否稳定
。

我国的中小出口企业要掌握这些动态的悄况
,

耗时费力
,

成本代价高
。

于是
,

他们惯常地采用一个法则来判断进 口商

的信用
:
选择大买家和老买家

,

安全性很高
。

公司的资产多
,

规模大
,

名

气大
,

在中小出口企业看来
,

理应不会因为一笔价值小的贸易拖欠货

款或者拒付货物 ; 已经合作多次的老主顾
,

有着良好的信誉和公平的

交易记录
,

在今后的交易中也会保持顺利履约
。

也有比较谨慎的出 口

企业
,

通过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或者其他相关的资信调查机构了解

进 口 商近期有无不良信用记录
。

然而这些企业忽视了信息的动态性
,

进 口商的信用不是一成不变的
。

无论是其规模还是拥有过的良好信用

记录
,

这都是过去的信息
,

考察的目的是为了未来贸易顺利达成
。

因

此
,

不能简单地采用过去的信息来代表预期的情况
,

还需要动态地考

察进 口商的信用
,

即在贸易的整个过程中通过各种方式密切注意其举

动
,

出现异常举动后及时地查询举动的原因
,

建立起风险跟踪机制
,

并

在
“

赊销
”

方式下的支单结汇前有预提坏账准备
。

例如
,

在贸易实物中

出现过付款变慢
,

出现拖延 ;违背已有的付款承诺 ; 突然或经常更换银

行 ;突然大额进货
;改变付软方式等情况

,

这都是产生坏账的信号
,

应

当引起出 口企业的注意
。

此外
,

许多出 口企业对出 口信用保险的认识不够
,

认为结算方式

风险大的贸易才需要投保出 口信用保险
,

因此中国出 口信用保险汇 聚

了风险高度集中的保单
.

在投保的厂商数 t 有限的情况下
,

大数定理

分散风险的作用被削弱
,

其引发的后果是投保出口信用保险的企业要

付出高额的保费
,

更降低了认为单笔贸易风险小的企业参加出 口信用

保险的意愿
。

逆向选择是我国目前出口信用保险规模远远低于世界平

均水平 的主要原 因
。

国家 在大力宜传出口信用保险的同时也应当设计

出多种
“

套餐
’

产品
,

费率厘定针对不同行业
、

不同出 口地的各种出 口

企业的需求
,

实行定期的参保方式
,

保险对象是每笔交易的出 口信用

保险
,

同时开展资信咨询的其他服务
,

使出 口企业充分认识到出口 信

用保险的必要性
,

并且参加出口信用保险是符合成本收益法的
。

三
、

保存单证有备无息

贸易顺利履行的前提是订立 比较完备的合同
。

在合同的构成要件

中
,

我国出口 企业重视交易产品的数量
.

价格
.

运货方式
,

结算方式是

否 明确清晰
,

而很少在意产品的质量界 定与解决贸易争端的调解 方

式
,

因而成为不少贸易损失的导火索
。

产品的质量是一个比较难量化

的概念
,

通过产品性能指标的测试 只是 一个近似的描述
,

同时这种抽

样检查对大型设备来讲成本高昂
,

难以实行
。

因此
,

出口企业存在侥幸

心理
,

认为自己的产品没有质量问题
,

不会在买方验货时单货不符
,

在

合同中缺乏明确的品质条款和质量检验条款
。

一旦买方收货验货时提

出货物不符合其要求的地方
,

供货商将面临销售折让与退回或者变更

合同
。

在多数悄况下出 口企业不愿损失这笔买卖
,

一般双方会经协商

后变更合同中产品质量规定的内容
。

此外
.

在货物出运之前也存在产

品内容变更的可能
。

只要合同发生变更
,

旧的合同履行一般就终止了
。

贸易双方之间应该在书面形式 上保留变更的纪录
,

而不是通过电话直

接答应产品的替换
,

这样才不会给出口 企业 留下
“

违约
”

之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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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订立合同时
.

写明贸易争端的解决办法也是保证我国出 口企业

利益的一种方式
。

只有在合同中约定采用仲裁的方法
,

请第三方客观

公平的调解贸易问题
,

才能在需要时使用这种方法
。

我国的出 口企业

缺乏这方面的意识
,

在贸易结算发生争端时有苦说不出
,

被动地接受

进 口商或者信用证开证银行
“

冠冕堂皇
”
的指责

。

在纸质办公时代
,

企业大都保留出口 贸易的各种单据 ; 科技发展

到今天的电子时代
,

交易数据
、

库存资料采用电子系统成为必然趋势
,

提高办公效率节省人力成本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料保存的风险
。

系统瘫

痪随时可能发生
,

人员更替也会产生数据移交的不完整
,

在对我国出
口企业的反倾销诉讼中已有此类案件

,

出口企业应当引以为戒
。

四
、

姐期出口伯用保险项下胜资的内部风险

短期出口信用保险项下融资是指银行对已投保的短期出 口信用

险的出口 贸易
,

凭出 口企业提供的出口单据
、

投保出 口信用险的有关

凭证
、

赔款转让协议等
,

保留追索权地向企业提供的短期资金融通
。

出口企业采用短期出口信用保险项下融资是为获得融资的需要
,

在办理该项业务时也应避免内部风险
。

提交信用证所要求的单据前
,

属于类似押汇的
“

单后
”

融资
。

在出口企业交单前或投保前发生的一切

损失对保险公司是
“

除外贵任
” ,

对融资银行没有利害关系
,

而要出 口

企业全权负责
。

因此
,

出口企业要特别注惫交单前或投保前资料的保

存和货物存放
、

运抽时可能带来的损失
。

在信用证项 下的单据在递送或者电讯传递过程 中迟延
,

或者遗

失
,

或者残缺不全
,

或者误邮也会引起损失
。

《UCPS X() )第 16 条规定
,

“

银行对由于任何文电
、

信函或单据传递过程中的迟延或者遗失而引

起的后果
,

或任何电讯传递过程中发生的迟延
、

残块
、

或其他差错
,

概

不负责… …
” ,

由此可见
,

出 口信用保险公司对这种
“

单据在递送或者

电讯传递过程中迟延
,

或者遗失
,

或者残缺不全
,

或者误邮而引起的损

失
”

情况采取了
“

银行不负责
,

我也不 负责
”

的做法
。

因而
,

在这种情

况下
,

投保了出口信用保险并未对出 口收汇多一重保护
,

在这种情况

下
,

我国出口 企业应及时查询各种单据是否 已经安全寄到指定的银

行
,

并留有备份资料
。

此外
,

我国出 口企业缺乏应对买方破产
、

拒收
,

或者买方国家发生

政治风险的紧急预案
。

在发生拒收货物时
,

应当及时存放在码头的货

物制定处理方案
,

将货物拉回或者另寻新买家才是当务之急
。

进 口商

破产时
,

债权登记必不可少
,

即使收回货款的可能性比较小也不能放

弃债权
。

遇到进 口商所在国突发的政治风险
,

也应当启用紧急预案
,

对

未发出的货物妥善处理
,

使损失降到最低
。

相比发达国家
,

我国出口 企业对于 内部风险的认识还远远不足
,

对内部风险的控制也只停留在已犯过错误的浅层次上
,

没有为内部风

险做更多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

形势严峻
。

只有从自身防范风险做

起
,

建立起一套风险预备方案才能降低高额的坏账损失和其他损失
,

才能实现真正的收益
。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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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词 汇衔接 词汇衔接关 系可 以 分为两 大类
:

复现 关系

( er i t e ar t ion )和同现关系(c oll oc ati on )
。

1
.

复现关系 复现关系指的是某一词以原词
,

同义词
,

近义词
,

上

义词
,

下义词概括词或其他形式重复出现在语篇中
.

语篇的句子通过

这种复现关系达到了相互衔接
。

如
:

( 5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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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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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仆
e idoif i。 加

n g to 佃 1 if h e
d oe s n飞 t

kea ~
·

有个男孩在爬树
。

那个男孩 /小家伙哪孩子哪俊瓜不小心的话
,

会摔下来的
。

例 ( 5 )中的 bo y 是原词的重复
,

lda
、

hc idl 和 idi ot 分别是同义词
、

上

义词和泛指词的重现
,

这些词在体现不同感情色彩的同时将整个语篇
形成一个连贯的整体

。

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
,

为了重现原文的衔接效

果
,

分别将其译为
“

那个男孩
” 、 “

小家伙
” 、 “

那孩子
” 、 “

那傻瓜
” 。

2
.

同现关系 同现关系也有人定义为搭配关系
。

这里所说的搭配

关系同语义学的词语搭配并不完全对等
,

它指的是语篇中词汇共同出
现的倾向性

,

它包括篇章中所有语义相关联的词项
,

如 act hc 和 加ld
,

iil 和 doc otr
, 。 。

m 和讨nat
。

有些在篇章中邻近的词并无语义联系
,

但
却对篇章的衔接起作用

,

这种语义关系不依靠任何系统
,

而是靠趋向

在同一词汇环境中的出现来加强篇章的衔接结构力
。

如
:

(6 ) a
.

I t w as ht
e
be

s t Of t im es
,

i t w as th
e

wo 比 t Of t ime
s ; i t w as ht

e

娜 Of wi dos
m

,

it
was ht

e

哪 Of cf 旧 li
s h
ness

: i t

was
ht e

~
n
of 11户t , it

w as ht e

~
Of dkar ness

.

it was het 叩 ri n g Of h o伴
,

i t

~
ht e 硒net

r
of

d
e s

画 r “ 一

(Ch ar le s D ie k e . : A Tal
e Of T初0 C iti e)s

.b 那是最好的年月
,

那是最坏的年月 ;那是智慈的时代
,

那是愚盆

的时代; 那是信仰的新纪元
,

那是怀疑的新纪元 ;那是希望的春天
.

那

是绝望的冬天… …

此例中
,

同现关系是由一系列表达时间的词汇 ti
~

、

哪
、

~
、

Ps ri ng
、

w nit er
,

和一系列惫义相反的词 b , t一 w o . I
、

杭目咖
-瓜d ihns 翎

、

il沙 t刊har k

~
、

ho pe
一
d es州

r
来实现的

。

这些词倾向于在同一语境出

现
,

具有篇章衔接力
,

译者注意到了这一点
,

将表示时间的词分别译为
“

年月
” 、 “

时代
”

和
“
新纪元

” ,

用
“

春天
”

代表
“

希望
” ,

用
“

冬天
”

预示
“

绝
望

” ,

将整个语篇自然地衔接在了一起
。

五
、

小结

由于英汉两种语言的不同
,

衔接方式也各不相同
,

因此语篇的衔

接手段对于翻译有着特殊的重要性
。

译者在翻译时必须考虑两种语言

在构建语篇连贯上的差异
,

尽量摆脱源语在结构和用语上的限翻
,

这
样才能增强译文的可读性

。

由于篇幅所限
,

本文通过少量的语料分析
,

初步探讨了将衔接理论应用于翻译领域的可行性
,

旨在找出英汉衔接
手段的差异及其背后规律性的东西

,

力求从不同的角度丰富翻译理论
及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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