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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区块链技术以其去中心化、不可篡改、智能合约等诸多特点与优势引起了人

们的广泛兴趣与研究。由于信用证本身就是建立在互信基础上的结算方式，利用

区块链对其进行赋能将会提升信用证的结算效率，保证贸易结算的安全，所以将

区块链技术引入信用证结算将是一个有意义的探索。 

目前，中国的钢铁进口贸易结算依然主要使用传统的信用证结算方式，存在

着效率低下、欺诈风险环生等缺点。论文以钢铁行业中的 B 公司为例，探索利

用区块链赋能信用证的新型贸易结算方式。论文首先对区块链、信用证的相关理

论与文献进行了详细阐述，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传统信用证结算方式提出将区

块链技术赋能信用证，改进目前信用证所存在的短板，对目前 B 公司在铁矿石

进口贸易结算中存在的手续繁多、时间冗长、内容繁琐、信用证结算积弊重重、

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困境进行剖析的基础上，提出利用区块链+信用证为 B

公司贸易结算纾困的诸多设想，如全程无纸化，降低信用证使用风险，减少人员

接触，提升贸易结算效率等。  

 

关键词：区块链 铁矿石 信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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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lockchain technology has aroused widespread interest and research 

due to its many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such as decentralization, 

immutability, and smart contracts. Since the letter of credit itself is a 

settlement method based on mutual trust, the use of blockchain to 

empower it will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letter of credit settlement and 

ensure the safety of trade settlement, so the introduction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into letter of credit settlement will be A meaningful 

exploration. 

At present, my country's steel import trade settlement still mainly 

uses traditional letter of credit settlement, which has disadvantages such 

as low efficiency and high risk of fraud. The paper takes B company in 

the steel industry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a new type of trade settlement 

method that uses blockchain to empower letters of credit. The thesis first 

elaborates the relevant theories and literature of blockchain and letter of 

credit. On this basis, it proposes that blockchain technology can be used 

to empower the letter of credit by analyzing traditional letter of credit 

settlement methods to improve the current shortcomings of letter of credi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mplicated procedures, lengthy time, 

cumbersome content, accumulated drawbacks in the settlement of letters 

of credit, and the impact of the new crown pneumonia epidemic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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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iron ore import trade settlement of company B, it proposes to use 

blockchain+ Letters of credit are many ideas for company B’s trade 

settlement relief, such as paperless the whole process, reducing the risk of 

using letters of credit, reducing personnel contacts, and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trade settlement. 

 

Keywords: Blockchain; Iron ore; Letter of cr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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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随着中国钢铁冶炼技术的提高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中国钢铁企业的钢材出

口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最近几年，中国变成了全球钢材产品第一大出口国，庞

大的市场中贸易效率成为了重点问题，我们的钢铁企业耗费大量的资本购买原材

料提高效率将会降低铁矿石的贸易成本。在 2020 年新冠疫情肆虐下，人员接触

减少，导致铁矿石的价格开始不稳定。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抗击新冠肺

炎不力，美联储大肆放水使得大量用美元资本定价的商品价格普遍上涨，这就给

予了那些可以减少面对面接触同时高效还可以规避外汇风险的结算工具一个机

会。 

迄今为止，在金融领域最活跃、最热门、最受人瞩目的技术，同时也是最具

有创新性的技术非区块链技术莫属。区块链是一种共享账本技术，通过椭圆曲线

进行加密，最后形成一套复杂的数据结构。巧妙的设计使得区块链技术有非常高

的可信度，利用区块原理和区块链时间戳的功能，使数据从一个区块到另一个区

块流转、这样一来，任何储存在区块链网络上的数据均难以被人更改。 

这项技术应用在金融行业将会极大的增强信任、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

率，并可以提供更加便捷的金融服务。如果将区块链技术嫁接于信用证进入结算

领域，这不仅仅满足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效率，还可以降低贸易欺诈的风险。我

们可以通过编写程序实现自动化结算。这些程序主要体现在分布交易、国际贸易

结算、银行清算等领域。因为，区块链的分布式结构可以无需第三方参与通过已

设定好的网络程序进行交易记录和交易结算，从而去减少了对中间增信环节的依

赖。因此，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支付系统具有去中介化的特征，为改变现有国际贸

易的形式，提供更加便利的航运出单，减少第三方参与提供了可能。区块链应用

技术可以与增信领域完美的契合（尤其是在支付和结算领域）。它可以帮助金融

机构降低对账成本和争议解决成本，有效减少跨境信用证业务的处理时间、减少

人工对账程序用以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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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本文通过分析区块链技术在信用证结算中的应用，归纳整理出其中原理和运

行逻辑。同时，着重阐述区块链+信用证技术是如何改善传统信用证在流转过程

中的短板。最后，通过对实际案例的研究，展示了区块链+信用证业务在实际业

务中的运用，展示了区块链+信用证究竟会如何提高贸易结算的效率，同时讨论

目前区块链+信用证结算技术中所存在的不足，和对区块链技术在信用证业务上

的应用进行了展望，以期为将区块链技术在信用证结算领域进行应用探索的金融

机构及相关企业提供一定的启发与借鉴价值。 

1.3 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目前，在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扩散的背景下国际贸易面临着新的艰

巨挑战。在这次危机中，我们可以利用区块链技术丰富结算理论设计出高自动化

低人工的结算方法。这些新的思路与方法将会对进出口理论、支付理论以及应用

经济学带来研究价值。 

实际意义：区块链具有去中心化、可靠性强、成本较低、所产生的数据轨迹

质量高和信息不会被篡改等诸多优点。能促使市场参与者、机构、信息中介，同

时建立联系，从而提高信息质量，保证信息真实可靠。同时缩短沟通时间，减少

人为干预，增强互信。区块链技术应用在各项结算活动中不仅能解决传统支付结

算中流程复杂、繁琐，结算的时间过久的问题，还可以通过自动化程序解决人为

操作过多导致信息可信度降低的问题。利用区块链技术可以在降低交易成本提高

结算效率的同时并保证业务的开展合法合规性，可为国际贸易结算领域的相关参

与方提供一定的启发与借鉴价值。  

1.4 研究方法 

1、文献分析法 

首先，找到文献中所叙述的内容和对象，进一步阐明对象的相关内容，对其

进行分析总结归纳。本文通过对目前存在的文献进行收集分析、研究、归纳整理，

从区块链基础技术、区块链金融、国际支付贸易结算、信用证结算等角度切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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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现有资料进行研究，为目前研究提供创造性的空间和新的思路。 

2、案例分析法 

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现实案例进行周密仔细的研究分析，获得对于所要研究

问题的一个总体认识，有助于解决类似的实际问题。本文通过分析 B公司的实际

情况后，提出利用区块链+信用证技术对传统信用证结算加以改进的方案。分析

如果利用区块链+信用证技术将会对钢铁企业进口铁矿石这一贸易网产生何种影

响，并分析其中的优缺点最后提出相关建议和看法。 

1.5 论文的结构安排 

本文旨在探讨利用区块链+信用证结算技术将如何影响中国的钢铁企业的铁

矿石贸易进口。本文共分为六个章节： 

第一章绪论主要阐述在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下，中国正处于的时代背景，同时

引出了区块链这一新生的事物。并说明了本文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另外，介

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案例分析过程和主要的框架结构。 

第二章文献研究与理论，主要阐述了区块链的产生原理，以及如何对其进行

分类和对未来研究的描摹。又介绍了信用证这一历史久远的结算工具的使用方

法，并对其存在的意义进行了说明。最后，通过文献研究，梳理关于区块链和信

用证研究的最新成果。 

第三章介绍传统信用证结算。主要阐述了传统的信用证是如何产生信用，并

对其使用流程进行了展示，同时指出它所产生的问题与不足。 

第四章介绍区块链+信用证结算。主要阐述了它的使用方法和运行逻辑，指

出了它比传统信用证存在的优势，介绍目前的一些应用进展。同时也分析了为何

可以利用区块链+信用证讲给区块链+信用证可以给信用证的使用人带来便利。 

第五章案例分析。通过分析铁矿石进口市场以及 B公司所处行业的现状，以

及传统信用证所展现的不足并阐述如何利用信用证提高结算效率，并在一定程度

上解决钢铁贸易中的一些痛点。最后，对目前区块链+信用证中存在的缺陷的地

方进行分析。 

第六章结论与展望。研究结论的阐述，以及对未来的展望。根据论文的研究

结论，提出对利用区块链+信用证赋能为钢铁行业结算便利进行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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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文章框架 

绪论 

研究背景及意义 研究内容及方法 

国内外研究现状 可能的创新点及不足 

信用证介绍 

相关概念 

产生背景 

 

传统信用证结算业

务 

区块链作用机理及

意义 

区块链历史 

区块链运行的原理 

传统信用证结算流程 

传统信用证结算的不足 

案例分析 

B 公司背景 

总结和展望 

区块链分类 

 

基于区块链技术为 B 公司贸易结算纾困 

铁矿石贸易现状 

 

B 公司铁矿石供应链分析 

区块链信用证结算

业务 

区块链信用证结算的流程 

区块链信用证结算的优势 

B 公司在贸易结算领域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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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可能的创新点及不足 

1.6.1 本文的创新点 

本文最有可能的创新点在于将区块链技术嫁接与贸易结算领域进行了讨论，

特别是对在国际贸易中占有一席江山的信用证这一领域。针对传统信用证的痛

点，为其提供了解决方案，并通过理论结合实践的案例分析，更加清晰的阐明了

如何将区块链技术应用在信用证结算中和如何利用区块链技术降低结算的风险。

最后还分析了可能出现的风险的原因，并对其中的不足进行了思考。 

1.6.2 本文的不足 

 本文的不足在于研究的学科非常多。虽然，在对区块链技术的落地并实现

应用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分析，但由于个人经历与能力的限制，在很多的细节中

的各个方面还是了解浅薄。区块链是一门覆盖计算机科学、密码科学、数据库原

理、数学、信息技术还有统计学知识等学科融合交叉的应用，它还需要包括共识

算法，以及国际贸易中的许多相关知识等实际操作内容。限于本人的知识储备、

时间、能力的限制，可能无法做到面面俱到。但充分了解这些技术方面的知识，

对于清晰了解区块链如何在具体情况下应用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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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概念与文献综述 

2.1 信用证的基本概述 

2.1.1 信用证的起源 

在国际贸易活动中，由于买方与卖方天然存在着不信任，这种情况的出现，

导致买卖双方都对国际贸易结算有所顾虑。即站在购买者的角度：购买者害怕在

预付款交上去之后，卖方并不会自觉履行其所承担的合同要求按时发货；同样站

在商品出售者的视角。也担忧买方在发货时或在提供货运单据的时候后付款方不

付款或者弄虚作假，这个矛盾的产生重重的影响了国际贸易的效率。因此，买卖

双方需要寻找一个独立于事外具有强大实力的第三方保证人来为他们的贸易做

担保的。这个保证人本身具有让双方无条件信赖的资质时。银行就成了第三方的

不二人选，由银行出面给双方担保保证资金和货物最后可以按时交接。 

此时，银行信用便代替了商业信用。用银行自身的信用为双方交易提供担保，

再通过一些复杂的制度设计，使国际贸易中因买卖双方居住位置甚远又彼此不信

任的矛盾得以解决。这一过程需要产生一份证明凭据就是信用证，它被广泛的应

用在贸易结算之中。 

2.1.2 信用证的概念 

信用证（Letter of Credit ，L/C)，一种拥有古老历史且至今都在被广泛

使用的国际贸易结算工具。其最主要的内容是对各个银行（开证行）或者其他电

子开票机构，按照（申请人）请求或命令按照一定条件自行进行。在符合所谓信

用证条款约定的情形下，按照事先所约定好的事项向第三方（受益人）或第三方

指定方进行付款的书面文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银行为其国际贸易的双方进行

信用背书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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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信用证的特点 

信用证这种传统的国际贸易结算方式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信用证是一项自足文件（self-sufficient instrument）。信用证其本

身与买卖合同无关。同时，银行在审单时强调的是信用证与基础贸易相分离的书

面形式上的认证。 

二是信用证方式是纯单据业务（pure documentary transaction）。信用证

是凭单付款，它不以货物为准，只要凭单相符，开证行就应付款。 

三是开证银行负首要付款责任（primary liabilities for payment）。信

用证是一种银行信用。它是银行的一种担保文件，开证银行对支付有首要付款的

责任。 

2.1.4 信用证的种类 

信用证一般可以分成四种： 

一是即期付款信用证。这种信用证会要求信用证的受益人开具即期汇票，只

要全套单据符合要求就可以出示要求付款的信用证，付款之后付款行无权追偿。 

二是承兑信用证。这种信用证形式要求开证行开立远期汇票，由开证行作为

延期付款信用证不需要汇票，只需收款人提交的单据， 

三是议付信用证。这种信用证议付行议付或购买受益人在信用证项下交来的

汇票单据。如果这些汇票、单据与信用证条款相符，那么将可以要求被开证行正

当付款，这种信用证就可以被称作为议付信用证。议付行是票据的买入者和后手，

如果因单据有问题，遭到拒绝付有权向受益人追索票款。可以追索赔偿是议付行

与付款行的本质区别。 

四是延期付款信用证。这种信用证特点是可以不利用汇票，通过审阅受益人

提供的单据，审核内容符合确定银行承担延期付款责任期，可以利用这个做一定

时间的腾挪。也就是说，可以在到期日再去进行付款的信用证。在实际的业务结

算处理中，再将符合信用证规则的单据交到指定单位，在验单无误后收入单据，

可以在信用证的到期日进行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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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区块链的概述 

2.2.1 区块链的起源 

区块链技术本是应用于一个叫做比特币的数字货币中的底层技术，它是由署

名为中本聪的数字货币与密码学爱好者在 2008 年刊发的《比特币——一种点对

点的电子现金系统》中首次被提到。这篇文章给我们介绍了一个新概念，提出了

一种新的货币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比特币。但是更具有革命性的是它同时还创造出

了一种新的记账方法。这种记账法经过人们不断的迭代，最后成为了现在被人们

所讨论的区块链技术。 

2.2.2 区块链的概念 

尽管区块链概念的提出是在比特币的白皮书中，但是该白皮书却并未对区块

链做出精确定义。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它是一个共享型的大数据库，将数据与信

息储存其中，具有无法伪造、全程留痕、随时追溯、透明公开、集体维护等特征。

因为这些特点的存在，区块链技术天生就具备着信任这一功能，可以让使用者无

条件地信任链上的内容，创造可靠的人人参与的合作机制，并大大降低了人们在

是否可以真实有效中花费的时间。又由于其具有可编程的特征，让其有了更加广

阔的运用前景。因此，我们通常也将区块链技术命名为分布式账本技术。 

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认识区块链技术。在记录数据的时候，区块链可以理

解为是一个记录海量数据的账簿，或者一个多方达成的协议。在经济贸易交换的

视角下，区块链还是一个多人共享的平台，达到低成本增加信用，同时该技术又

满足大容量高效率地使用需求。因此，利用该技术可以方便买卖方双方，为各方

提供便利。该技术自诞生之后得到了各个行业的重视，并尝试将其与其自身行业

相结合。 

2.2.3 区块链的共识机制 

区块链的本身就是一种群体共识机制，它可以从以下三点中表现出来： 

1、从中心化到去中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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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类经济而言，价值交换一直都是经济学不变的本质，而不同历史下体

现的形式也完全不同。因此，价值交换长期以来都是构成其运行机理的重要基础。

就目前而言，人们开始从简单原始的物物交换，变化到了产权变更，甚至变化到

了服务交换、信息交换等然而在这些交换中总是有一个中心及价值尺度在影响着

我们。互联网存在着一定的匿名性，所以，参与价值交换双方存在着欺诈的可能

程度。因此，寻找一个可以提供背书服务的可信第三方（例如支付宝）是十分明

智的。用于高效地见证、监督和维护系统的正确运转，这就是通过第三方的平台

实现了去中心化过程。 

2、分布式账本 

尽管分布式账本技术有时会直接被我们与区块链技术画上等号，但事实上它

们并不完全相同的概念。分布式账本技术在更多的时候指的是一个可以在多个站

点、多个地理位置、多个地方或者多个机构组成的网络实现群组内成员分享，编

辑和治理的数据库。 

从设计分布式账本的角度来看，分布式账本的本质其实就是一种包含交易和

信息的特别的数据结构。账本的利用可以记录各个方面的资金从不同地方汇总往

来记录以及除了资金以外其他东西的交换记录等。 

而分布式账本与区块链技术的区别是，它在某个时段进行的交易又被分割组

合变成了块，然后这些块通过发生时间的顺序，也是时间戳连接成了链。由此我

们可以将区块链看成是一个随时间不断增长的分布式的账本。这个账本中可以按

照允许更改账本的权限将区块链分成多个种类。比如，任何人都有记账权限的公

有链如比特币系统和以太坊系统还有可以仅仅特定人群公开使用权限的联盟链。 

3、智能合约 

智能合约是被大多数区块链研究者认为可以与区块链技术结合将工作效率

大大提高的一种发明。智能合约本身是指，通过巧妙的程序编码使得合约参与者

可以在其上自动化的运行那些允诺的协议而不需要第三方参与，利用这些自动化

的协议去规定协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智能合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型的履约工

具，可以大大减轻中间推诿扯皮的过程。区块链技术的利用可以改变智能合约长

久以来的不足。简言之，区块链为智能合约赋能使其上链成为区块链上可执行的

程序，区块链的产生为智能合约的达成提供了最契合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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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区块链的分类 

依据开放权限的大小，区块链主要分成：公有区块链、私有区块链和联盟区

块链三种主要类型。公有区块链是最原始的一种区块链。它最大的特点是没有一

台中心化的管理主机，所有人都具有完整相同的权限，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读取

内容，交易并获取记账权。公有链真正实现了去中心化、群体自治的设想。联盟

区块链一般存在于多个组织之间，需要预先通过组织人授权，才可以获得读取、

交易、记账等权限。联盟链可以利用其本身的特性做到快速便捷的连接节点。与

此同时，仅仅只需非常少的成本就能维持运营。私有区块链是完全属于某个组织

的区块链。其读取、交易、记账都受到较大的限制，可以提高可审计性，但不能

完全解决信任问题。 

2.2.5 区块链的层级 

人们习惯把区块链应用的广度和深度分为多个层次，也就是区块链的 1.0，

2.0，3.0 时期。 

区块链 1.0 时期，区块链的应用成果和理论仅仅局限在电子货币领域。区

块链用来实现的内容具体集中在虚拟货币的应用和与货币交易等相关的研究。例

如货币用来转移、兑现、支付系统等。 

区块链 2.0 时期，区块链的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以以太坊平台为代

表的区块链平台通过不断的探索，让其在经济上了利用产生了相关的价值。这时

的区块链构建了一个分布式的数据库。这个数据库的真实性由网络中的众多节点

进行维护，每个节点对每条记录都有决定权，其中可以有许多的场景都可以将其

融入使用，但核心还是基于经济领域。涵盖例如股票、债券、信贷等场景。 

区块链 3.0 时期，区块链应用成果和理论基础进一步拓展，其应用将不仅

仅局限在货币金融或者经济领域。区块链将会作为一种新型技术的底层技术，为

其他新科技，如物联网技术、5G 等新型技术提供支持。届时它将覆盖人类社会

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其绝对信任的特征，减少过去因为不信任或信息不对称所耗

费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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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区块链在应用层面的优势 

从以机构为中心到以技术为中心。传统模型依赖于机构信任，因此存在多个

集中机构和中心化管理模型。每个业务服务的单点，集成服务的本地化以及业务

流程的接口。区块链模式依靠技术的信任，促进了各种机构与各种企业之间的协

作。  

从信息的独立性到信息的共享。传统模式具有多个独立的数据库和信息系

统，数据不同步，信息不共享。区块链模型将最大化将特定信息的实时同步，并

减少信息不对称性及其带来的风险。  

从点对点业务线到网络到共同维护的网络。传统模型中有多个点对点业务

线，但是业务线之间缺乏连通性会导致繁琐的流程，不同步的信息以及大量的工

作量时间消耗。信用证的应用中将建立所有参与者共同维护的信息网络，并以此

为基础，在参与者之间创造一种新的工作方式。区块链看起来能包治百病，而这

正是因为区块链是用于存储大量分布式数据、对等传输、共识机制、加密算法的

共享数据库技术账户。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它和信用证的主要功能非常契合。 

1、去中介化  

去中介化意味着区块链技术不再依赖第三方的介入，同时，实现任何连接支

路的节点之间享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信用证模式，理

论上能够在去中介化的策略支持下，不仅使得双方之间的合作无论在信息掌握还

是技术支持等方面可以更加坦诚、公开透明。还可以通过信用证的创新策略实现

其信息被其他行业掌握，大大降低合作方之间存在的利益风险。 

2、技术信任  

正如上文所述，信用证是信用传递的工具。从理论上讲，区块链可以加强这

种信任。通过使用基于共识的数学算法，交易方之间在系统中出现的每一笔合作

交流，都会以完全公开透明的方式展现在系统中的相关节点中，并且确保每个环

节的可靠性和客观性。这种创新性的更新对双方在信任建立方面起到了积极的导

向作用。利用这种技术优势，大大改善了交易双方的资源不平等现状以及信用证

流程中出口商及银行间的安全隐患。 

3、不可篡改  

一般情况下，只要输入并且得到证实的信息被录入到区块链系统中，永远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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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殊情况下，例如修改此信息的命令得到超过百分之五十节点的支持，将会

进行信息修改和补充，否则将视为无效命令。因此，这种技术大大降低了系统信

息数据的波动性和风险性。在信用证流程中，一旦完成了开证、交单和装货等操

作，信息将不能更改，这可以确保在非中介模式下的信用证流程中信息的真实性

和有效性。使用区块链技术建立一个将多个进出口公司联系起来的联盟链，贸易

方之间的电传方式为信用证的开通以及实时交付提供便利。联盟链中的主导方利

用信开建立头寸管理和轧差机制达到其他进出口公司信用证有效、及时的录入、

及时读取、大大缩短了时间，以此提升资金周转的效率。 

4、系统公开化 

区块链要求各个节点实现公开化，每一步的操作流程要求开放且透明，排除

交易双方特定数据不对外公布外，实现数据交换不需要申请就可以在查询区块直

接进行相关数据查询。 

公开化这一特征可以确保信用证的透明高效运行。通过这种高效共享数据库

技术的引进，各个节点中的贸易方可以在联盟链上实现更有效、更加无风险的数

据传输。因此，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特点，从理论上讲，区块链技术非常适合信用

证场景中的应用。构建基于区块链的信用证模型可以极大地提高信用证的效率并

节省购买出口商的成本。 

2.3 文献综述 

2.3.1 区块链文献综述 

1、区块链的理论层面 

区块链经过多年的发展理论层面得到了巨大的完善。Satoshi（2009）指出

了区块链技术本身的加密自动传输与结算速度矛盾问题，提出经过这个专业技

术，能够实现了比特币的发掘与交易并且能够创立比特币。Ke1ly（2015）对区

块链技术在国外支付交易体系里的使用展开了有关分析研究，提出区块链支付交

易比旧有传统类型的银行体系要求更少的操作应用步骤与更加低的风险。但是全

面处理的交易数目有限而且要求其他支持设备设施使用。Andrew Miller（2016）

重点分析研究比特币与加密数字虚拟货币的工作基本理论，并且在专业技术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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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研究区块链专业技术的潜在应用。 

在国内区块链技术的理论基础逐年发展和完善。袁勇（2016）介绍了区块链

的具体使用原理，包括比特币智能合约等，并对其进行了初步的畅想。王焯（2017）

通过研究分析区块链的特点，得知了经过使用区块链减少作业环节，减少降低交

易成本费用。沉欣（2016）和邵其（2018）提出区块链是源自比特币的底层专业

技术，能够去除因为不信任所形成一个在多方共同维护保障的数据信息库里人力

对账成本费用与数据信息安全稳定矛盾问题。其应用平台大概可以划分为互联网

层、共同认知层、数据信息层、人工智能合同层与使用层。在这其中，互联网层

通常都是 P2P组网专业技术。同时，归纳总结了区块链专业技术的优点和缺点。

优势是分布广泛不可篡改，可追忆回溯性高，信赖程度高等。而缺点是吞吐总量

低并且缺少事务全面处理水平。喻辉（2020）对比特币区块链目前位于的交易问

题展开了深刻的分析研究。他提出，目前的区块链拓展为链外拓展与链上拓展。

虽然链上拓展能够高效提升交易全面处理速率，但是它也能够提升区块自动生成

的速率并且减弱了区块链互联网里的运算分析综合水平；链下扩容能够依赖证书

隔离防护专业技术高效地处理和解决交易阻塞矛盾问题，但是它对应用平台的硬

件设施指出了更为困难的矛盾问题。袁勇（2020）参考依据区块链应用平台的框

架，将区块链的很多使用情景总结为数字虚拟货币与数据信息保存等六个方面。

金融交易可应用在中国主要金融经济组织机构及其交易集中，资本管理运营可和

IoT结合应用，以综合系统设计特殊的有效身份辨别模式。资本并且把其部署安

排在区块链上产生数据资本。  

2、区块链的应用层面 

对区块链技术应用的沿革进行梳理分析，在国外 William（2010）从商业角

度研究分析了区块链专业技术的真实价值，并且提出这个专业技术具备社会价值

与政治改革作用功能。区块链具有中介服务组织机构特征属性。经过它就能够成

立去中心化的全球系统组成结构。Melanie（2015）从社会科学的层面分析研究

了区块链，并且重新再次理解和认识了区块链，提出区块链的组成构造能够划分

为货币、金融与非金融行业领域。Miller（2016）根据比特币与数据加密货币的

层面展开研究分析，能够从专业技术层面深入、全面地了解和掌握区块链专业技

术的潜在使用。Fujimur（2017）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区块链专业技术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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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权限综合管理里的使用。这是一类全新的去中心化使用权限综合管理模式，它

使用了不可篡改并且值得信赖的区块链特点。并且使用上述特点来全面处理和运

营管理权利等相关的少数矛盾问题并且提出了相关的解决方案。Melanie Swan

（2017）提出，在可预见的今后，区块链专业技术作为一种全新互联网科学与专

业技术模式，有可能会在多种场合里运用。他列举了，可以运用区块链专业技术

来保护个人隐私，私密的数据信息受到保护；运用区块链专业技术协助建设匿名

投票体系，每一个人可发现投票最终结果，但是没有办法知道了解谁投票了；还

存在区块链思维，这类论点具备某一种程度上的学术改革创新性。除此之外，伴

随着虚拟构造货币金融交易市场的发酵，区块链的使用功能还在被发掘并且非常

迅速传播到全球金融经济产业的很多行业领域。 

由于中国区块链技术起步较晚，研究大多开始于 2016 年之后，但研究成果

仍然硕果累累。如林晓轩（2016）在研究分析区块链在金融里的使用的时候，提

出区块链的产生把推动服务网络向价值自动传递发展进步。任安军（2016）、许

忠与姚谦（2016）探讨了区块链专业技术在数据票据行业领域的使用与处理和解

决方式。何蒲（2017）重点阐述了区块链技术的原理，并且对于五大应用领域进

行展望即—数字货币、跨境支付、证券发行、客户征信和票据业务。朱兴雄（2018）

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与供应链金融领域，通过利用区块链技术中的智能合约改善金

融行业存在的不信任问题，同时通过区块链大大提高系统中内容的流通效率。曾

诗钦（2020）通过对区块链系统的深入梳理研究，将区块链应用于工业区块链之

中。胡卿汉（2020）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利用区块链的去中心化、公开透明信任

度高。通过利用区块链技术解决新冠疫情中的燃眉之急，为区块链向非金融领域

应用提供了实例。 

2.3.2 贸易结算与信用证文献综述 

1、国际贸易结算 

在国外，国际贸易结算的存在更多受到外币的影响。Swoboda（1969）提出，

一个国家货币能逐渐发展成为了全球结算货币会受到这个国金融经济交易市场

的发达、对外开放程度和外汇交易市场的繁荣发展程度的影响作用。并且，货币

价值的稳定安全性同时也是一个国家货币能否逐渐发展成为了全球结算货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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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因素。Kurgmn（1980）提出，取代性偏低的产业在对外进出口金融交易里更

占有选用结算货币币类的主导负责地位。它们会更为喜欢选用和市场竞争人员一

致的货币展开结算，从而来回避汇率变化波动，尽量地减少交易成本费用。

Devereux（2004）提出，货币的稳定安全性是结算货币选用时思考的主要影响因

素。跨境贸易双方展开结算时更愿意选用货币交易流程管理策略持久的国家的货

币作为结算货币，从而来更加良好的降低减少经济风险。 

国内重点梳理了区块链技术在贸易结算中的应用。如招商银行(2015)展开应

用在支付交易结算的区块链专业技术使用体系调试及研发，应用在跨境结算场

合，高效、全面、大力使用了区块链高效、安全、可靠等特征优势。胡志九（2017）

对现阶段银行利用区块链技术的程度进行了梳理，各银行还应加大区块链在银行

结算中的使用程度。孙泽元（2017）对现有国际贸易结算体系进行梳理，发现现

阶段国际贸易结算体系有结算时间长和成本偏高等劣势。并提出利用区块链的去

中心化等特点来解决目前国际贸易结算中的痛点。中国人民银行(2018)同时也在

推动数字虚拟货币分析研究，并且建立了数字虚拟货币研究勘察院。由中国人民

银行操作控制及对外发行数字虚拟货币，目前己成功调试了数据票据市场交易应

用平台并且引进了数字虚拟货币，应用在票款对付结算。 

2、信用证 

信用证的主要研究方向目前主要是在防范信用证欺诈和软条款问题。李金泽

（2002）通过对经典区块链+信用证违约案例进行分析，得出了信用证的欺诈风

险源自于信用证本身的高独立性、高不确定性和国际法律法规不相同导致的结

果。高敬（2010）在《信用证结算模式下对外出口公司的风险和防控》里，对对

外出口商有可能会在对外出口工作流程里产生风险行为活动的行为活动展开了

研究分析。她提出：信用证结算模式下对外出口公司有 2个大的风险控制点，信

誉证欺骗的风险与软条文而造成的风险。与此同时，指出了少数有建设性的措施

手段。一是谨慎小心全面处理信用证工作业务是防控信用证风险的根本。二是选

用高诚信用度的市场贸易伙伴，是防控信用证风险的核心所在。Bergima（2011）

提出，信用证其独立于合约，和货品没有什么关系。银行仅仅针对单据主要内容

展开审查核对，一旦主要内容相匹配，证件与单据相匹配，银行作为第以付款法

律责任人，就应当展开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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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文献述评 

综上所述，在区块链结算领域国外研究侧重于技术的视角，着重强调安全加

密在区块链技术中的重要性并且以此为研究侧重点。他们倾向于关注区块链技术

的理论建设和安全问题。在国内研究中，对于区块链关注的时间较晚，但是近年

来的也有一些亮眼的研究成果。国内研究者倾向于在当前金融环境下进行区块链

技术的具体应用研究，但针对当前对区块链技术的研究缺乏综合判断。在信用证

的研究中，国际和国内学者更加关心信用证的安全与风险问题。在支付结算领域

对区块链技术的研究，和在机构交易和跨境交易中对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很少有具

体的研究成果，另外关于如何使用区块技术来降低成本和提高结算效率的文献也

很少。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贸易结算中开始实行人民币贸易结算。因此，区块

链技术理论的探索也应站在更高的角度，为经济社会切实发展进行研究。本文将

把区块链应用在信用证上作为切入点，研究将区块链技术运用进国际贸易结算的

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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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传统信用证结算流程 

 信用证这一结算方式在诞生之日起被广泛使用。信用证以银行作为中介为

买家和卖家提供充足的银行信用，用来解决买家和卖家不信任的问题。信用证在

某种程度上甚至成为了银行信用的代名词。本章将阐述信用证的主要使用流程。 

3.1 信用证流程图 

信用证的具体操作流程可以通过以下几点进行概括（如图 3.1）：（1）买

方与卖方接触签订销售合同并约定以信用证方式进行结算。（2）申请人在当地

找符合资质的开证行并通知开立信用证。（3）开证行将信用证开出并通知受益

方通知行由其通知受益人。（4）通知行接受委托将通知内容传递给受益人。（5）

受益人验证信用证真伪是否符合合同要求并开始备货发货。（6）信用证的受益

人向其通知行或合同所要求的银行交收单据。（7）将收到的通知单邮寄给开证

行。（8）开证行确认单据无误后将通知申请人进行付款。（9）申请人开始进行

赎单操作。（10）开证行将款付给相关银行并且这些中间银行收到款项后会将款

项付给受益人。 

 

 

图 3.1  信用证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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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信用证当事人 

信用证的基本当事人有三个：开证申请人、开证行和受益人。其他当事人主

要有：通知行、议付行、付款行、偿付行和保兑行。 

在信用证的使用中我们发现信用证存在着三个特征：开证行负首要付款责

任、信用证是一种自足文件、信用证是一种纯单证业务。下面我们根据信用证的

三个特点我们对信用证各方的权利义务进行分析。 

1.开证申请人（Opener），这里指的就是打算申请，开办信用证的当事人。

在现有的国际贸易框架里，这些人往往都是有购买货物需求的进口商。 

开证人所承担的义务：往往进口商会与开证行订立相关合同，同时也是信用

开始的发起人。开证申请人最后需要从开证行赎回全套单据。 

2.开证行（Opening Bank/ Issuing Bank），即接受开证进口商的委托、向

进口商开出信用证的银行。开证行的所在地一般和进口商的位置相同。 

开证行所承担的义务：开证行决定开立信用证的依据就是开证人向银行递交

的开证申请书。当货款从银行付出，该银行不得将货款追回。在整个业务流程中

负责主要的付款责任。 

3.受益人（Beneficiary），这里指的就是可以从信用证获得付款的一方，

他们大多扮演者出口商的角色。 

受益人所承担的义务：受益人收到信用证后，鉴别信用证内容与合同内容是

否相符，当发现信用证内容与合同有不相符之处应责令开证方及时更正错误。 

4.通知行(Advising Bank/ Notifying Bank)，它是指接受开证行授权将信

用证通知受益人的银行。通知银行通常是出口商所在的银行。 

通知行所承担的义务：通知银行的主要责任是将信用证通知或提交给发行人

（即进口商）。值得注意的是，银行没有责任和义务为进口商付款 

5.议付行（Negotiating Bank），是指根据信用证开证行授权买入受益人开

立和提交符合信用证规定的汇票、单据的银行。 

议付行所承担的义务：对规定的汇票、单据进行检查。 

6.付款行（Paying Bank），这里特指的是那些承担付款义务的银行，一般

是开证行或其支行。 

付款行所承担的义务：付款为终局性付款即货款一经付出，即便付出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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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差异，受益人及议付行也无权对差异金额进行追索进行，因此付款行需仔细检

查信用证所有内容，当发现与信用证所约定条款不符时，这些单据可以被拒付。 

7.保兑行（Confirming Bank），指应开证行的要求对信用证加以保兑的银

行，可以是通知行或第三家银行。 

为了增强保兑的可行性，保兑行往往资金实力强于开证行。当发现单据和信

用证条款不相符时候，保兑行有权拒付金融。另其付款为终局性的，即一付定全

局，错付不会被追索。 

8.承兑行（Accepting Bank），远期汇票的付款行在受益人提交了与信用证

条款相符的单据时承兑了汇票，就成为承兑行。 

承兑行一旦承兑了汇票，就承担了到期必须付款的责任。 

9.偿付行（Reimbursing Bank），这里又可以被叫做清算银行（Clearing Bank）

是指开证行的代理人接受信用证开证行的委托，代开证行偿还议付行垫款的第三

国银行。 

偿付行凭议付行证明单证相符的索汇证明书，代开证行偿付货款。开证行收

到单据，如发现不符，应向议付行追回已付款项，不能向偿付行进行追索，因为

偿付行没有审单，不负单证不符之责。 

3.3 传统的信用证的结算过程 

1、申请开证 

开证申请人即为合同的进口方，应按合同规定的期限向所在地银行进行信用

证申办。申请开证时，申请人应填写并向银行递交开证申请书。开证申请书的主

要内容包括两个：一是银行开立信用证的具体内容，该内容应与合同条款相一致，

是开证行向受益人或议付行付款的依据；二是关于信用证业务中申请人和开证行

之间明确的责任与义务之间的关系，当单证审核通过之后进入下一步。 

2、开证行开立信用证 

在接受了申请人进行的开证申请之后，开证行应按规则履行开证申请书中约

定的与信用证相关的履约条款。往往这些信用证要通过电讯传递或邮政寄送或者

通过 SWIFT 电讯网络联系到这些机构，通知行有义务也有责任对信用证的真实性

进行审核。信用证往往通过信开或者电开将信用证开立，并将信用证的单据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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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受益人。 

3、通知行告知受益人 

当接收到邮寄来的信用证之后，通知行需要对信用证的签字印鉴或者密押进

行核对。当核对无误之后，通知行应马上把信用证交给受益人，并且备份留底，

以便查询。按《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规定，当通知行对所接受的信用证存疑，

应毫不犹豫地对通知行进行通知，说明信用证无法查验真伪，由通知行联系其他

方。  

4、文单议付 

在收到信用证之后，受益人应对其内容进行审核，确保其条款内容与开证人

所约定的合同内容是否一致。假如不一致或者不符合有关国际惯例中规定，应即

通知申请人讨论其内容是否应当修改，之后申请人应填写修改申请书，填写无误

后再通过原先的信用证传递方式交给通知行。经通知行审核签字密押无误后转知

受益人。 

5、寄单索偿 

议付行议付后，取得了信用证规定的全套单据即可凭单据向开证行或其指定

银行请求偿付货款。收到单据的开证行或付款行，在审单无误后，即应将款项偿

付给议付行。 

6、申请人付款赎单 

向议付行偿付后，开证行可以通知申请人支付赎单费用。开证人到开证行审

核单据，在一切确认无误后，就可以付清一切货款或者其中的手续费。当申请人

付款完毕以后，申请人可以从开证拿到全套单据手续，此时，申请人和开证行的

所有合同关系结束，一单信用证业务就此达成。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信用证支付是指在收款人和付款人达成协议的条件

下，付款人向有关银行申请，银行在接受申请后，自己或者委托其他银行开具信

用证明，承诺向收款人支付协议金额或者承兑并支付的汇票。信用证实质上是利

用银行信用的一种担保性证明，银行在整个支付过程中负首要责任，信用证一旦

开出来，货物就基本不发挥作用。银行见到信用证及就要付款，因此，银行需要

做大量的工作规避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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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传统信用证结算模式下的缺点 

3.4.1 信用证结算的低效率 

从上述流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信用证能否最终实现结算，核心的关键是交单

和审单的环节。银行对单据的审核是信用证交易的核心环节，一项交易的成功审

单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审单的细致度对银行和交易的双方都存在着重大的考

验，正因如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以下问题： 

1、速度慢效率低 

目前，中国跨境支付的主要途径是银行的汇款。银行则需要通过 SWIFT（环

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这唯一的通道进行付款。在这整个流程中，不仅需要

大量的人工去输入所有的交易数据，这些数据还要经过清算行、代理行、收付行

等多个中介机构进行流通。 

当从交易开始发起的时候，中介机构之间要在相互信任的基本程度上开始进

行一系列核查、对账、记录、审核、清算等一系列内容。由于各个中间行或中介

机构他们本身都存在着不同的账务系统，且这些系统往往不能实现通用，这就导

致了大多数的银行不得不最后使用手工这种原始的方法进行数据录入。这种方法

不仅降低了支付的效率而且大大地增加了人力成本，甚至一些银行还在使用纸质

的表格，并要求客户到网点进行现场处理。这样做的结果是导致了每一笔交易都

变得异常的复杂，耗时长。此外，在 SWIFT 模式下 SWIFT会员的资格也成为了制

约信用证使用的一大门槛，双方银行必须是其会员，如果没有这一会员需要找具

备 SWIFT 资格的中间代理商收款，这进一步降低了支付的效率。 

2、高价格，成本高昂 

成本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时间漫长，二是手续费花费较高。往往一

笔跨境交易的完成需要经历许许多多的不同的环节，甚至有些需要涉及到政府监

管管理和全球化的机构运作等，过多的环节导致在每一个节点都会产生一定的费

用。此外从收款行到付款行不仅只有两家，其中还要涉及到许许多多的金融中间

环节，每个机构都会收取手续费、中转费和一部分佣金，这些费用并不便宜。从

世界银行的所披露的数据来看，若汇款人的汇款金额为 2000 美元，则其需要支

付的费用是 144美元到 170美元之间，同时因为存在支付环节繁多冗杂，资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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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利用时间过于漫长，造成了时间上的成本。比如某知名国际电商企业的货款

结算周期是 10天，到货 10天后自动回款到商家的支付宝，这时款项才算结算完

成。 

3、小容量，跨境支付门槛高 

传统跨境支付模式下，银行需要通过 SWIFT（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

利用这个通道才可以实现跨境支付结算，完成跨境付款。然而，显示最大的问题

就是不是所有银行都有权利直接触碰使用 SWIFT，只有其会员才有直接使用的权

利，SWIFT又存在有严格的会员制度，会将某些不符合条件的银行进行筛选，从

而形成了 SWIFT下的垄断，这导致了大部分银行没有跨境支付的资格，若想完成

跨境支付就必须找代理银行，但如果没有会员资格将增添更多的中间环节。 

4、采用信用证结算容易产生欺诈 

由于银行只管单据，并不关心货物的实际情况，如果受益人不根据实际货物

而伪造符合信用证条款的单据甚至制作根本没有货物的假单据照样取得货款，这

样的结果就是进口商会承受经济上的损失。 

3.4.2 信用证结算危机 

“单证相符、单单相符”的付款依据也免去了买家对于货物运送不达的担

忧。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银行的独立性付款责任”成为有效解决国际进出口国

际贸易中交货和付款矛盾的基础。然而，信用证结算本身依然存在一定的风险。

单据不符时的拒付风险、货物偏离合同要求时的违约风险等都是信用证独立性原

则下当事人可能面临的交易安全问题。在“数据孤岛”时代，这一问题就更为显

著。“数据孤岛”意味着各个信用证体系下的当事人即便拥有物理上可检测交易

风险的相关数据，也不能通过逻辑连接和分析做出准确判断。这使得信用证制度

固有的缺陷，如结算周期时间过长，法律关系复杂等。又进一步引发了信用证欺

诈、软条款植入等延伸性问题。近年来，信用证拒付率持续高升，世界各国家和

地区由于信用证风险导致的交单失败平均比重已近 50%。当事人在支付了高额成

本的情形下依然得不到交易安全的保证，信用证的“银行信用”的安全与稳定性

频遭质疑。面对信用证的信用危机，欧美发达国家的商人开始尝试采用赊账等相

对成本较低的结算方式替代信用证结算，然而，经济发展相对欠发达地区的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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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仍然需要依赖信用证来维护交易安全。2017 年亚太地区信用证的使用量在

世界范围内占比 77.2%，而欧洲和北美整体占比不足 20%。 

 正是因为信用证所存在的特征，在信用证流通的各个环节认真仔细成了非

常必要的内容。大量人工审单会造成信用证的流转效率变差，低下的流转效率势

必影响信用证的使用频率，让国际贸易的参与方不得不通过创造新的方式解决国

际贸易中的信任问题。因此，对信用证的革新势在必行。 

3.4.3 信用证的制度缺陷 

众所周知，独立抽象原则是信用证体系得以存续的基石，而银行独立于基础

合同的付款责任则是独立抽象原则最重要的体现。银行作为独立担保人的独立

性，要求银行必须不受任何基础合同条款的干扰，独立审核受益人提交的单据，

依据“单证相符、单单相符”的“严格相符”原则决定是否付款，这是信用证体

系的制度保障，却也成为“数据孤岛”时代下信用证无法避免的制度缺陷。因为

上述两点产生了几点困境： 

1、独立于基础合同下的信用证欺诈 

在信用证体系中，各方当事人交易的内容实际上是单据而不是具体的货物，

只要单据内容与信用证条款严格相符，银行就必须付款。独立于基础合同的基本

特征，使得银行可以无需考虑信用证合同的履行，只依据专业对相关单据进行审

核。由于单证和货物的分离，因此，银行并不对货物的内容负责。这就导致不少

不法商人抓住了其中的漏洞。通过伪造信用证来蒙蔽信用证当事人。 

比如说针对金融机构，开立无实质贸易内容的虚假信用证，这种诈骗方法主

要通过受益人和申请人合伙伪造虚假贸易内容之后，最后将信用证向金融机构贴

现骗取银行的贴现金额。 

再比如针对进口商，卖方伙同承运人欺诈进口商。通过提供虚假的装船提单，

倒签提单及其其他各种提单。通过向开证行提供虚假的单据，骗取银行货款达到

欺诈的实质目的。 

最后针对出口商，往往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伪造信用证或者可转让信用证，

另一种是利用信用证软条款（下一节详述）。通过伪造或者可转让信用证，通过

转口贸易港利用转口贸易港较短时间的特点，以信用证之名行托收之实，这样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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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一些资信一般的开证行的企业承受损失。 

2、“附加保证条款”引入下的“软条款”风险 

信用证的独立性原则，要求银行在信用证的审单过程中脱离基础合同判断欺

诈情形是否成立。基本数据信息无法得到全面掌握和分析，使得信用证“欺诈例

外规则”的司法适用陷入困境。鉴于此，各国法学界的学者也曾尝试通过信用证

制度的修正填补其缺陷。为了减少信用证欺诈风险，可以让受益人与申请人以及

银行签订附加的担保协议，要求受益人对其提供的单据的真实性或者其本身不存

在任何欺诈行为做出担保，并承诺赋予银行在担保协议中相关情形出现时的拒付

权，然而其本身深层次的原因并未解决。 

通过软条款的存在，进口方为出口商故意设置贸易陷阱，导致出口商的信用

证无法按照既定要求生效，以便骗取履约保证金等。让出口商蒙受不必要的损失，

大大降低了贸易的效率。 

诚信是国际贸易的基础，降低信用证欺诈提高贸易的确定性符合国际贸易参

与多方的利益。原先信用证本身的缺陷很难避免一些不法之徒来钻空子产生欺诈

的事件。如果对信用的使用进行重新的构筑，将传统的单据业务变成单据与实物

相符，降低欺诈的风险并由此改变目前信息孤岛存在的模式，增强信用证的信任

程度，这样对信用证本身来说将会是一次巨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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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区块链+信用证结算 

4.1 区块链+信用证结算流程           

基于区块链的信用证交易的七个步骤（如图 4.1）： 

（1）进口商创建一个信用证申请供进口商银行审核并存储在区块链上。（2）

进口银行收到信用证审核通知，可以根据提供的数据批准或拒绝信用证。一旦检

查，然后自动提供给出口商银行批准。（3）出口银行批准或拒绝信用证。如果

批准，出口商可以及时查看信用证要求并和内容。（4）出口商完成发货，添加

发票和出口申请数据，并附上任何其他所需文件的照片图像。一旦验证，这些文

档将存储在区块链上。（5）单据由出口银行查看，出口银行批准或拒绝申请。

（6）进口商银行根据信用证要求审核数据和图像，标记任何不符之处，供进口

商审核。批准后，信用证直接进入完成状态或发送给进口商进行结算。（7）如

果货物不符合要求进口商可以拒绝收货。 

 

 

图 4.1  区块链结算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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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区块链+信用证结算模式介绍 

4.2.1 区块链+信用证技术原理 

基于联盟链的解决方案合约交互设计。 

通过将账户表与权限表抽象出来的设计，使得业务逻辑与权限控制实现零耦

合，账户权限检查合约由每个群组的业务主导机构部署和维护。如图 4.3群组一

中的开证行，群组二中的进口商，群组三内的海关，通过账户管理合约可以对不

同机构的校验逻辑进行维护。进口商通过 BaaS 部署新的合约，可以告知业务主

导机构更新账户权限检查合约，以此实现生产环境中的业务横向扩展。 

群组一、群组二、群组三的信用证合约内会有冗余的业务数据，因为群组之

间的账本是独立的，因此不同群组内的智能合约无法互相调用。所以只能通过维

护这些冗余的关键业务数据，保证应用层可以对三个群组的合约状态进行一致性

校验。 

 

 

 

 

 

 

 

 

 

 

 

 

图 4.3  区块链模组 

 

群组一中有如下权限：开立信用证（多方签名）、修改信用证信息、改变信

用证状态、获取指定信用证信息和转让信用证。 

群组二可以实现以下功能：修改信用证信息、改变信用证状态、获取指定信

用证信息、转让信用证开立汇票。 

群组三可以实现以下功能：修改信用证信息、获取指定信用证信息、写入货

运单据信息、读取货运单据信息、开立验货单据（私钥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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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同的业务场景会调用不同的智能合约或同一智能合约不同的方法，但

系统的交互逻辑基本一致。系统交互主要通过监控自身机构所在的群组内区块更

新后所带来的状态改变，对于需要确认的 Token，系统将会自动化的执行智能合

约中对应的函数，读取必要的信息并推送给核心系统，并交由业务人员进行处理，

实现业务的并行处理。 

如图 4.4，我们可以看出在传统的信用证结算时，会经历多个部门。传统信

用证系统下的跨境贸易业务需要耗时几星期甚至数月，而基于各业务方组成的联

盟链所搭建的区块链+信用证系统，整个业务的流程耗时几乎只等于货物的运送

时间加上必要的人工审核时间和业务沟通时间。利用区块链将业务很好地进行了

合理切割，业务参与方会根据每个环节的依赖关系，将原本的串形业务顺序变成

效率更高的并行业务顺序，让原本并无依赖的业务步骤可以并行执行，大大提升

效率。 

 

 

图 4.4  区块链+信用证结算模式 

 

如图 4.5，传统信用证相比区块证信用证将会更便宜。一万美金的开证金额，

需要总共接近 300～500 美金的额外费用。而事实上这并非是银行漫天要价，更

多的原因是在于本身的信用证业务系统的设计不够合理。采用 SWIFT 电开虽然能

让信用证的传输效率变高，但无法保证业务流程的单据都可传输，反而增加了多

方核对所带来的沟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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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该系统设计我们可以看到区块链+信用证结算方式具有以下优点： 

1、更高效 

利用区块链的特点，几乎可以省去所有的沟通成本，只需要搭建系统的边际

成本，就可以只需要支付物流费和必要的人工审核费即可，一次搭建，永久免费。

而且开证费用再也不需要和开证金额挂钩，只需要支付一个固定的物流与人工支

出即可。一万美金的额外费用是 100 美金，但十万美金的额外费用可能也只有

100美金。 

2、更透明 

在传统信用证系统的模式下，进口商只能查到开证行的业务进展情况，出口

商只能查到通知行的业务进展情况。这不仅会让各参与方对贸易的真实性存疑，

同时会增大贸易双方的沟通成本，影响贸易进展。并且对于一些可公开信息，能

让业务的协同方（海关、物流、第三方验货机构）及时获取，这可以大大增加业

务的效率。 

3、更安全 

在区块链模式下，信息本应是透明的，但为了保障交易信息的隐私和安全，

对群体进行了分割以实现差异化信息冗余。在保证系统的高可用性和相对透明性

的前提下，也可以让各方好不担心隐私的泄露，同样也不会怀疑对方数据的安全。  

 

 

 

 

 

 

 

 

 

 

 

图 4.5  费用对比 

 

4.2.2 区块链+信用证交易平台 

区块链+信用证最大的好处是将传统信用证的各个参与方上链，形成一个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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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区块链为底层逻辑的贸易服务平台。因此，区块链的服务平台将是区块链+信

用证最大的创新点。 

基于区块链搭建跨境贸易网络平台由贸易企业、银行、物流企业、验货机构、

监管机构、跨境贸易业务参与方组成联盟链。节点前置 SDK 开发的区块链+信用

证系统（微服务架构），无需大面积改造各方原有核心系统，即可通过该系+统，

在不需要任何中心化运维管理的系统存在的前提下，将业务流程的处理逐步迁移

至链上进行，并实现全流程数字化。这样可以让其在钢铁贸易中随时可以查看数

据。通过 BaaS可以在内网穿透式管理区块链，还可以基于 BaaS 开发、部署智能

合约，再基于 SDK 封装，实现业务的高效横向扩展。 

利用智能合约实现信用证状态与相关业务数据共享，让信用证的有关业务信

息可以在业务闭环内全流程透明如图 4.2。利用共识分组实现同一节点维护不同

隐私级别的独立账本，实现贸易信息的差异化数据冗余。利用节点互联与共识机

制，实现各主体对同一事物的并行执行与验证，并保证各主体的数据与业务状态

一致性。 

 

图 4.2  区块链结算模式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区块链+信用证在铁矿石贸易结算中的应用探析 

30 

4.2.3 区块链+信用证落地平台介绍 

1、Voltron 

Voltron 是一项开放式合作计划，提供基于区块链的开放式行业平台，以在

Corda 上创建、交换、批准和签发信用证。Voltron 将使银行能够为其客户提供

更快的服务水平，融资决策和更低的利率。为了帮助降低采用的障碍并创建开放

的生态系统，可使用独特的合作伙伴计划，以使贸易融资解决方案提供商能够在

Voltron 业务网络上提供信用证解决方案。其设计目标是实现数字化信用证流

程，将纸质信用证数字化，以减少欺诈与加速文件周转。 

2、We.Trade 

We.Trade 是一个由国际银行联盟发起，最初在欧洲为中小企业提供开放账

户贸易融资的区块链网络。参与银行中的每一家，都通过其商业银行平台向中小

企业客户提供访问权限。这一网络使中小企业能够在其他国家找到值得信赖的贸

易伙伴，这些伙伴已经在当地得到参与银行的审查和核实。由于交易的所有步骤

都提交到区块链账本，支付通知通过智能合约自动进行，因此中小企业可以更有

信心在预先约定的时间获得支付。它主要针对的是欧洲中小企业对中小企业的贸

易。平台利用智能合约代替信用证，买家可以购买“银行付款承诺”（BPU），

以保证进口商银行向出口商付款。对于供应商，他们可以购买发票折扣以使他们

能够更早地获得付款。 

3、BCLC 

民生银行与中信银行合作设计了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国内信用证信息传输系

统(Blockchain based Letter of Credit System , 简称 BCLC)。BCLC 系统采用

联盟链的形式，首次将两家体量相当的全国性大型商业银行业务系统连接在一

起，通过区块链的去中心化、共识和可追溯等机制，使两家银行间无需顾虑数据

存放位置、身份如何识别、数据是否被篡改等问题。这是国内银行业第一次将区

块链技术应用于信用证结算领域。这种技术能够有效降低时间成本和邮寄成本，

增加业务透明度，通过引入物流、国税等相关机构降低风险，监管部门对数据进

行实时同步和实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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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区块链+信用证使用情况 

2018 年 5 月，汇丰集团通过 Voltron 平台与 ING 共同协助跨国食品和农产

品制造商美国嘉吉公司完成了全球首笔全程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信用证交易。  

2018 年，上海银行与中国建设银行签署了区块链合作协议开出了中国第一

单价值为 1亿元人民币的区块链+信用证的国内信用证业务。 

2019 年，汇丰银行利用区块链平台 Voltron 为深圳的一家电子公司办理了

信用证进口业务，将传统信用证单据审核 5-10天的工作效率提高到不到 24小时，

成为了中国第一笔跨境区块链信用证业务。 

2020 年，星展银行利用区块链平台 Contour 平台，为中国钢铁企业宝武钢

铁和必和必拓完成了一笔通过人民币结算的进口铁矿石业务，成为了铁矿石区块

链+信用证业务第一单，将原先耗时 10天的业务压缩到 24小时内办理完成。  

4.3 区块链+信用证在应用上的优势 

区块链能够解决提供互信和透明信息，这个特性必将催生出大量新的开放可

信的共享金融业态。通过区块链技术将信息安全可靠地整合在一个平台，能够使

所有交易参与者实现互赢，实现端到端完全透明化，所有相关参与方都通过一个

去中心化的账本记录交易，提高了效率和精确性;可信任的信息提高了业务处理

效率，减少了传递、核验、评估所需的时间。 

采用区块链技术解决银行间信用证信息传输痛点，通过分布式账簿技术商业

银行业务系统连接在一起，通过区块链的去中心化、共识和可追溯等机制，使银

行间无需顾虑数据存放位置、身份如何识别、数据是否被篡改等问题，这对于区

块链应用的发展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1、基于出口商 

通过系统自主操作减少出口商风险投资的可能性。考虑到出口商在交易过程

中将面临对方延误或拒绝向合作方实行支付劳务报酬的风险，系统在信用证建模

节点上开发出自执行合同技术。当贸易方有相关方面的需求，系统将自主验证并

执行合同内容，大大减小了交易中可能出现的实时风险。使用方也可以通过尽早

发现差异的方式实现系统更快速的自主付款方式并提高流程修改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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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进口商 

通过贸易资产数字化为进口商提供交货保证。通过资产数字化，区块链上贸

易交易参与者之间的转移与实物资产的流通联系在一起，从而建立了清晰的流

程，与贸易有关的文件也可以由相关方在区块链上直接发布和验证，区块链上的

数字资产通过启用实时装运状态跟踪和对运输状态的可见性，为进口商提供了交

货保证和更好的风险管理。  

3、对于金融机构 

通过支付工具的数字化降低风险并增加银行的融资收入。由于支付工具本质

上是由贸易交易创建的信用工具，因此它们可以作为本级资产直接在区块链网络

上发行。可以将付款工具（例如汇票或本票）数字化工具为发行方和赎回方之间

的金融合同，直接在区块链上发行支付工具可以防止欺诈性单据产生，从而更加

清晰地了解使用者的信用情况，为其提供相应的融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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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案例分析 

在本章节针对钢铁行业铁矿石原材料进口方面的具体状况进行了详细的分

析研究。随后将 B 公司所处的环境作为案例研究研究对象，通过对 B公司的全面

分析研究，充分的了解当前 B公司的供应商、背景以及当下的财务状况。随后从

区块链征信技术的角度上来解决在铁矿石进口中所存在的问题，以及运用区块链

+信用证技术解决 B公司铁矿石进口问题中的痛点，最后提出了当前区块链+信用

证的不足提出了建议。 

5.1B 公司介绍 

B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B公司）是当下中国经营规模最大、现代化

水平最高的钢铁联合企业。同时，这是一家国有控股的钢铁企业。公司的总资本

为 283亿元，并且在 2000年 10月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A股上市。 

从公司经营的角度上来说，在 2020年 B公司粗钢产能达到 1.02 亿吨，此时

的产量位居中国第一位、全球第二；2019 年 B 公司粗钢产量为 9546 万吨，产量

超过安赛乐米塔尔，跃居世界首位；2020 年 B公司粗钢总产能将超过 1.1亿吨，

粗钢产量突破 1亿吨。B公司拥有四个大的钢铁业制造基地上海宝山、武汉青山、

湛江东山、南京梅山。2015 年以来，公司营收占全部钢铁上市公司合计比重保

持在 17%以上，实现归母净利润占比保持在 20%以上，产能规模与经营业绩远超

国内其他上市钢企，稳居国内上市钢企龙头地位。 

B公司钢铁主业专业生产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碳钢薄板、厚板与钢管等

高端制造业用钢，形成了（如表 5.1）高等级汽车板、高效电工钢、长材、能源

及管线用钢、高等级薄板、镀锡板、高等级厚板为代表的战略产品群，在国内冷

轧、热轧、厚板和钢管等五大碳钢产品市场占据主导地位。从产品结构来看，如

图 5.1，2019年公司板材产品（冷轧、热轧板）产量占比高达 82.3%，营收占钢

铁业务营收比重超过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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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公司主要产品 

 

资料来源：B 公司官网、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 5.1  主要产品占应收比重 

 

5.2 铁矿石市场 

5.2.1 铁矿石市场概述 

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铁矿石消费国以及进口国。从海关总署所公布的数据信

息中能够发现，在 2019一年的时间中,中国一共进口 10.69亿吨的铁矿石，这是

中国进口铁矿石历史中第二高的进口量。如此庞大的进口量对于实现中国钢铁产

业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为中国基础建设等诸多工程提供了钢铁产品的支

持。现如今，中国的铁矿石资源总量位居世界第五位，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中国铁矿石的品位相对比较低，对比所进口的铁矿石国家来说，中国自铁矿品质

方面的距离非常大，中国进口铁矿石已经替代了国内自产铁矿石成为了铁矿石进

口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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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B公司工业生产基地都在沿江沿海，而与矿山的距离较远。如图 5.3，

B公司的四大生产基地毗邻水路运输口岸。通过海陆运输将铁矿石运往钢厂进行

冶炼将是一个成本低廉的方案，这样特殊的区位使得 B公司的原材料进口主要以

进口为主。 

 

 

        

图 5.3   B公司四大主要生产基地 

 

如表 5.2，中国铁矿石进口国有三十多个。在 2014 年之后，巴西以及澳洲

成为了中国进口铁矿石的主要地区，占据了总铁矿石进口量的 80%。巴西和澳大

利亚是中国进口铁矿石数量排名前二的国家。巴西和澳大利亚铁矿石两国进口的

总和高达 83%，因此澳大利亚和巴西成为了中国铁矿石的供货源。目前已经形成

了以巴西淡水河谷公司、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等世界大型矿业集团为主的市场

主体，这种寡头垄断的现象最后形成了强大的卖方市场。这样催生出了两个结果，

一方面由于地理位置和铁矿石品种本身的原因，铁矿石贸易产生了大量的运输

船，同时也使得信用证在国际铁矿石贸易结算中被广泛使用；另一方面由于供货

和运输渠道被卖方所垄断，因此作为最大的买方我们要承担更加高昂的成本。 

 

 

 

表 5.2  中国铁矿石进口主要国家数量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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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我们钢铁网 

 

5.2.2 铁矿石定价机制 

当前，中国在铁矿石方面的核算机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将美元的

某个月均指数和议价作为计算的标准，结算的金额往往用美元通过信用证进行结

算的国际矿商的长期协议上；其二是在港口直接采购到港的矿石货物，根据人民

币直接结算。根据对国际铁矿石资源分布规律及核心供应主体的调查分析可得出

以下三种表现特征： 

其一，国内铁矿石资源前期开采较多，现有资源无法满足当代铁矿石品质及

用量需求，国内一些大钢厂所在位置离矿山较远，致使中国只能通过进口贸易模

式来解决铁矿石用量不足的问题。大量的进口导致信用证结算的使用频次大幅增

加。 

其二，国际铁矿石供应市场呈现垄断特征，部分资源供给商以兼并、收购等

方式占领全球市场，因此导致定价权多由国外矿山控制。 

其三，铁矿石供应商巨头都拥有成熟的运输渠道有相应成熟的结算体系，虽

然影响铁矿石价格的因素较多，但信用证的使用时国际钢铁贸易结算中的主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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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铁矿石进口贸易其自身的特性特别适合对其海运

结算进行研究。众所周知，在国际贸易中大量的单据需要存在。 

B公司在国内钢铁行业中，属于规模及以上经营性质，在前一年度铁矿石进

口数量及金额有显著增长。根据表 5.3可知，该公司铁矿石原材料多以进口作为

供货渠道。B公司的铁矿石对进口的依赖性较大，这也主要受限于国内不具备优

质供应商以及整体铁矿石资源稀缺的影响。通过对 B公司营业成本结构的分析可

知，铁矿石进口成本占据了半壁江山，且该成本呈现逐年增长的变化趋势。寻找

并维持优质供应商的合作关系，对于 B公司稳定运营可谓意义重大。 

 

表 5.3  铁矿石来源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铁矿石供应来源 

供应量（吨） 支出金额 

本年度 上年度 本年度 上年度 

国内采购 5224787 330000 4071 136 

国内进口 74104497 70760000 46952 38387 

资料来源：B公司财务报表（2020） 

 

5.2.3B 公司铁矿石进口现状分析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B公司主要是以钢铁加工生产为主体的企业，钢

材产量的稳定不仅将对 B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的影响，甚至因为 B公司的特殊

背景会影响到国家战略安全。通过对 B公司的钢厂位置分析我们发现 B公司的钢

材生产厂地主要分布于港口码头，这样的地理分布形式有利于钢材的出口和铁矿

石的进口，也产生了一个重要的结果 B公司原材料（这里主要指的是铁矿石）需

要依靠从国外大量国外进口，特别是 B公司本身的体量巨大所以铁矿石供应链的

任何波动都会对铁矿石进口产生重大影响。 

在探究铁矿石的进口来源时，我们不难发现铁矿石的主要进口国来自于澳大

利和巴西，在这些铁矿石的进口中海运占据了最大的比重。铁矿石的进口往往是

以标准化特大铁矿石运输船为主，大批次规模化进口，这样的进口方式极大地为

B公司提供了稳定和价格相对固定的铁矿石货源。 

在庞大的对外进口贸易中，根据国际贸易的结算惯例，往往信用证在其中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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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重大的作用。特别是 B公司作为中国最大的钢铁公司，信用证的更是在起进口

贸易中屡见不鲜。传统信用证在完成交易的过程中，往往参与各方审核单据需要

3-5天甚至时间更长，同时需要大量的人力对信用证内容进行审核。由于信用证

往往是纸质单据在单据的传递过程中避免不了产生单据破损变造等意外情况，这

样会大大影响铁矿石进口的效率，增加了 B公司的风险。区块链由于其去中心化、

可以无条件信赖的特点。如果将铁矿石贸易链中的所有参与方都“上链”使信用

证电子化、及时化、公开化，将极大的降低沟通成本，消除信息孤岛并提高贸易

结算效率，将传统信用证进行区块链化的改进已达到降低风险、提高效率、增强

互信会是一个有建设性的尝试。尤其对于 B公司这样的外贸进口大户来说是一件

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下面就 B公司进口铁矿石贸易全流程进行梳理，并从中探究出可以利用区块

链技术来改进信用证提高贸易效率的可能性。 

5.3B 公司的铁矿石贸易情况 

5.3.1 铁矿石供应链特征 

铁矿石供应链特征如图 5.4所示，特征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供应链涉及层面较广。参与主体可以概括为四种：一是铁矿石供应主

体；二是运输服务提供主体；三是港口；最后为下游钢铁制造企业。各主体分布

相对不集中，且呈现跨区域跨国属性。 

其二，运输模式越发多样。由于供应链各节点企业分布集中度不高，需要配

合多种运输模式才能满足产品的运输需求。例如海运、铁路、河运、公路等。其

中较为常用的联运方式有两种：一是多式联运；二是中海铁联运。 

其三，供应链在动态运作过程中，受不确定性因素影响较大。比如，随着时

间的流逝，上下游主体的供需关系可能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进而影响购货成本、

交货时间、订单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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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铁矿石供应链 

5.3.2B 公司铁矿石进口贸易类型 

1、转口贸易 

B公司转口业务和大部分贸易公司模式基本相似，通过境外设立单独的贸易

公司作为操作途径。B公司在台湾、香港等地均有子公司的设立以信用证作为进

口铁矿石的主要结算模式。因该类材料购置成本较高、金额较大，单船购置成本

超过了 800万美元，大部分情形下，都会受到银行额度的限制影响。传统信用证

结算不能满足其需求。此外，境外平台整体较为完善成熟，例如基础设施、政策、

交通等各方面都一定程度压缩了 B公司贸易成本支出，所以 B公司铁矿石贸易结

构中，有少量业务属于转口业务。 

2、直接进口 

部分货物为了满足工厂特定需求，降低下游工厂贸易能力不足对自身发展带

来的各种负面影响。B公司在国内主流铁矿石贸易港口布局落地现货，随后再以

售卖的方式转售给 B公司，由 B公司进行单独报关。因 B公司主要以进口业务为

主，所以在报关清关效率方面还需要花费 1-7天的时间。  

5.3.3B 公司铁矿石进口流程 

 B公司首先需要与澳大利亚的必和必拓公司签订铁矿石进口合同，确定本次

进口需要的数量、品味和价格，然后约定发货时间等内容；接着 B公司和它的签

约银行 Z银行申请信用证，Z银行将对其信用进行审核，然后给与 B公司开证材

料（合同，对外贸易申请书等等其他要求的单据），再将这些单据填写完毕后，

由 B公司进行审核，确认内容无误之后，Z 银行开始通知必和必拓公司的通支行；

收到信息之后必和必拓公司开始准备货物，同时联系船运公司将货物装船。 

船运公司接到订单之后，联系 B公司让其审核船是否满足运输要求，并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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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相关单据。保险公司在审核无误之后在信用证中附上保险内容，然后船运公

司进行货物装载，根据信用证要求提供相应的船证和船运提单等单据文件。接着

出口商海关对货物进行审核，并出具产地证等相关所需的单据。 

当船离港之后，所有的相关单据都会出来。这时 B公司就会通知通知行及时

出具单据，便于提前报告检验货物内容。当所有的单据及其后马上对船上的铁矿

石进行实报，并让保险公司出具发票和保单。在货运船航行的时候，要求提供船

的实时状态，然后了解约定卸货港码头的实时动态。 

当船到达指定港口时，按照相关规定出具手中的单据，并出具进口许可证、

外贸合同、装船的所有单据、保险发票以及缴纳相对应的增值税。当所有的海运

流程票据全部取得之后，Z银行就会通知 B公司办理押汇等先关事项。接着信用

证中的当事人开始审核单据，并对单据的内容进行检验这一过程大概持续五个工

作日。当审核完毕之后，银行开具相关证明通知船运公司可以将货权转移给 B

公司，然后卸货港出具证明，银行按照约定的合同与必和必拓公司进行结算。 

根据以上特征的描述可确定铁矿石供应链较为复杂，涉及多个职能部门协

调，在任何一个环节产生拖延都会影响到铁矿石的进口效率。此外，铁矿石进口

业绩与材料实时价格、订货时间、订单量有着紧密的影响关系，时间节点的不同，

对应的购置成本也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当提高中间环节的效率、缩短运输耗用时

间后，将有效规避各类不确定因素造成的负面影响。在贸易实践层面，受产业链

复杂特征的影响，意味着结算参与主体更多，导致结算过程存在很多的风险隐患。 

5.4B 公司在铁矿石贸易结算中存在的困境 

尽管信用证这一古老的贸易结算形式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贸易存在不信任的

问题，但是还是有一些问题存在。 

5.4.1 信用证使用中存在欺诈风险 

由于信用证的特点，信用证的结算并不会考虑到货物的真实有效性。银行仅

仅对其单据负责，因此会产生货不对板、软条款甚至联合银行进行贸易欺诈的风

险，为进口商 B公司带来损失。 

比如说，按照铁矿石船运单的惯例运输铁矿石的船只往往体积较大吨位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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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较多，由于铁矿石数量众多，运输公司不能完全保证箱内的货物质量以及货

物的完整度，这就使得一些贸易商产生了欺诈的想法。比如说，伊朗的某次信用

证欺诈事件。B 公司从伊朗的贸易商中购买铁矿石这批铁矿石约 1.6 万吨价值

1220 万元人民币，在到达常州某港时，被当地检测人员拦截，经检测发现，这

批铁矿石中存在大量废钢渣，属于国家限制进口产品被勒令退回。由于铁矿石在

国际市场比较抢手，这就导致往往买方需要先进行资金支付。同时，由于信用证

仅仅保证单证相符即可交割导致最后发生了信用证的欺诈事件。当 B公司想讨回

损失的时候，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经济成本进行旷日持久的国际诉讼。 

而且 B公司常面临国内提货担保风险。B公司在没有收到信用证的情况下下

单，却被通知货物已经到港口了，如果 B 公司没有及时去提货，将受到滞期罚款

的风险，因而只能采用开具信用证来担保提货，B公司开具信用证需要提供书面

保证，保证不管卖方银行单据是不是和 B 公司开具的信用证一致，B公司都要支

付货款。也就是说，B 公司就算觉得货物质量数量存在问题也不能拒绝支付，将

会发生单证不相符的问题，而对 B公司造成损失。 

5.4.2 单据审核影响铁矿石贸易效率 

从 B公司的进口结构我们可以看出，B公司的铁矿石主要以进口为主。随着

B公司业务量的井喷增长，传统信用证的纸质单据显然已经不能满足 B公司贸易

业务需求。在信用证贸易中单据的流转和货物的流转并不是完全同步的，纸质单

据在贸易的过程中存在着被改造和损坏的风险，在货物到达后纸质单据还要经过

多方审核，参与方的增多增加了信用证使用的复杂性。纸质单据在面对日益膨胀

的贸易数量中，严重拖慢了效率。 

从上文对进口流程的梳理中我们可以发现，铁矿石进口贸易的流程复杂。有

些铁矿石的进口还涉及到除船运以外的其他运输工具，多种运输工具的使用增加

了大量的单据为其进行信用支撑，大量繁琐的单据审核考验着信用证审核人员的

专业素质，同时也降低了信用证的效率，和增添了大量不必要的人手。由于信用

证的特征，在所有单据审核之后与信用证相关银行还需要通过大量的时间对其内

容真伪进行审核，人工审核不仅拖延了进口方进口的时间，也银行从业人员的素

质提出了重大的要求，这也不可避免的增加了银行的风险。所以，运用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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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国际贸易的单据审核各方的准确性，将会对国际贸易参与的各方带来有利的

收益。 

5.4.3 新冠疫情提出的新挑战  

2019 年 12月，中国武汉确诊首例新冠肺炎病例，全国甚至全球病毒蔓延。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传统信用证模式的弊端被暴露的一览无遗。从信用证

办理的流程来看，从申请开证到信用证单证赎回。整个过程都需要多方多人协作

参与经过复杂繁琐的流程使信用证结算。然而由于疫情原因，尽量减少人员聚集

导致实际工作人手不足，因此信用证在整个环节中准确性和相率方面将会大打折

扣。同时，由于新冠病毒的特性纸质信用证本身也可能成为病毒的载体，这对传

统信用证本身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B公司在新冠疫情的大环境下，铁矿石的进口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传统的信

用证结算无法应这些新挑战，需要使用一种新的结算工具的为其在进口贸易中提

高结算的效率。因为疫情的原因，信用证进行审核的银行仅仅靠传统人工审核单

据效率会受到极大的影响，中间环节的时间增加，会大大影响信用证的结算效率。

同时根据前面的数据我们得知，B 公司高达 93.4%的核心供应商都是来自国外，

国外疫情的爆发让信用证的使用效率雪上加霜。 

5.5 基于区块链+信用证为 B 公司贸易结算纾困的设想 

B公司通过区块链结算平台与其贸易伙伴签订了价值约 1亿元人民币的铁矿

石，将铁矿石贸易的各方都放在了一个平台进行铁矿石贸易。如图 5.5所示。 

必和必拓公司和 B 公司签署铁矿石采购合同，并将合同上传到区块链网络

中，同时向 Z银行填写信用证申请表格。信用证填写完毕之后将信用证的内容公

布到区块链平台中，供各方审阅，内容确认无误后 Z银行通过平台通知必和必拓

公司的通知行。 

船运公司获得装船许可后会在区块链平台填写相关内容，并自动在区块链平

台上建立电子提货单。保险公司随后在区块链平台中确定保险义务，货物检查机

构出具检验结果并更新到平台，海关将确认原产地证明更新到区块链平台。因为

各方都在平台中，所以所有的使用方都可以看到货物的实时信息和单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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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船到岸之后进口国海关审核平台内容并出具提货证明后 B 公司开始提货。

由于区块链平台的不可篡改性，信用证可以轻松的被银行所信赖。之后银行可在

短时间内确认标记内容并为其贸易付款 B 公司对其进行赎单，整套信用证流程结

束。 

 

 

图 5.5  B公司的区块链+信用证示意图 

5.5.1 利用区块链+信用证降低欺诈风险 

当 B公司遭遇货不对板风险，通过区块链标识资产的功能，就能够对货物的

全过程进行监督，从而获得一系列数据，并创建一个完整的流程链。利用这一方

法，就能够通过数字资产的方式将其标记下来，然后在转移货运时及时更新数字

资产的状态，检查者就能够及时看到初始化的数字运输状态，实时监控区块链的

整个流程。 

因为铁矿石有独特的特点，很多铁矿石是不能入境的。 通过数字标记技术，

就能够对进口货物进行检查，从而确定是否符合相应需求。当货物到达口岸时，

海关可对数字资产全面检查，还可附上海关完税证明等。从而利用数字资产区块

链完成传递运输过程。此后利用共识区域的区块链，可以进一步确定数字资产，

最后送到 B公司手中。纵观整个区块链流程发现，主要应用的是去中心化机制，

有效地避免信息被篡改。对于相关的货物信息，保证客观准确的在区块链条上传

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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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利用区块链+信用证提高贸易结算效率 

通过研究国际贸易实务发现，对于传统的信用证结算方式，一般需要得到多

个部门的许可，过程十分复杂且冗长。如果利用区块链+信用证模式，可以保证

银行、B公司、矿山、船运公司同时对货物信息进行监管。而且在货物运输过程

中，可随时了解区块链货物当前的状态。同理，对于货物运输公司而言，也可随

时发布货物当前的运输状况，从而有效地减少验货时间。如果把资产进行数字化

上链，就能够有效地标记区块链货物的信息或属性，这个标记具有上下统一的属

性，能够被多方解读。因为它十分清晰且易于理解，所以可以针对数字资产设计

相应的数字指纹，然后通过数字签名技术，保证货物对板对眼，明确它的所有权。

此外，通过数字资产标识技术，还能够让第三方机构，随时了解货物的实际状态。 

利用资产数字化的方式，各方都能够参与到资产流程中来，并随时了解货物

的实际状态对于货物的损毁责任，也可以利用区块链，了解相应的时间、地点、

具体的损毁情况从而确定损毁责任。 

通过区块链网络，B公司可以有效地确认区块链中的内容。比如说，对于保

管权，如果转移给货运代理或者是承运人就可以再链上标记这段节点已经完成，

从而确定相关的合同数据多联式单据，或出海运提货凭证，然后按照相应的合同

内容根据付款程序在条件许可时进行付款，同时信用证交到 B公司手中。通过区

块链，能够让各方及时了解区块链中货物的相关信息，最后经过政府部门和相关

部门的审核之后可凭借智能合约，对区块链网络上的信息进行验证启动合约从而

自动完成付款。 

5.5.3 利用区块链+信用证加快单据无纸化进程 

 纸张是信用证诞生以来一直存在的流通媒介，在越来越复杂的国际贸易中

纸张的使用更加的容易发生丢失、出错、毁坏等不可抗力因素。同时，通过电子

化替代纸张，大大提高了信用证全流程核对的效率、降低信用证使用中编造丢失

的可能性，给信用证以新的活力。最后从环保的角度来看，纸张的替代更加符合

当代环保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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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 利用区块链+信用证减少中间环节 

在引入中间商之后，贸易双方的信任程度会大大提高。但引入中间商之后，

会产生一个多层次沟通途径，将大大减少信用证的开立人次，同时降低客户双方

的信息沟通效率。通过上述内容可知，如果中间商加入，会大大增加交易成本，

也使内容变得更加复杂。买方把中间商当作受益者，并开立相应的信用证，然后

中间商又变为卖方，并以受益人的方式，开立相应的信用证。此种方式不仅使流

程更加复杂，而且大大增加了流程风险。于是，需要对业务流程进行改革，先从

底层着手根据去中心化原理，利用区块链技术取代中间商。 

1、可视化的物流进程 

对于 B公司而言，最初只选择成熟的物流机构作为中介，在货物运输过程中

采用全权代理的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如果同时存在多家物流公司那么将潜在更

多的风险。例如，不能随时查询物流信息、不能确定物流运输时间、不能及时了

解价格变化等等。 

尽量不通过中介进行信息传递，通过设计物流运输的基础层可利用节点的方

式使数据系统连接起来，也就是说，通过中间环节模式能够及时更新物流状态并

将相关信息及时发布到区块链网络中从而实现信息的同步。通过这一功能有助于

银行及时了解买卖双方的物流信息或根据合约内容进行操作。通过这种方式，中

间商或代理人的操作将更加规范，并将货不对板的风险最小化。 

2、将冗余的中介流程去除 

随着区块链的产生，不管是出口贸易商之间还是物流合作机构之间形成了一

种新型的合作关系。在今后的外贸实务中，物流机构将把所有的信息传输至区块

链。不管是费用、服务质量、还是服务内容都将被统计在内，所有物流过程都会

同步在区块链中，并显示具体的进程。所以，买卖双方不仅能够获得更便捷的服

务，而且操作清晰透明。对于不同的货物批次而言，货物运输要求也是不同的。

只需将特定的物流链条设计好就能够进行特定的贸易运输不再需要中间商，降低

了中间交易环节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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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 利用区块链+信用证可减少人员接触 

因为信用证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所以仅可作为单据的业务。对于单据业务来

说，单据与货物是否真实并无关系也不会对进口商的货物是否真实予以过多地考

虑。 

通过采用区块链+信用证技术进行分析，可以使这些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在

单据和物流进度之间也可以实现相应的匹配互联关系，物流进度与单据流动之间

能够同时操作。在某个操作环节中，若是发生了某些特殊问题，那么参与方均能

够实时掌握具体状况，提前做好应对处理。对于上链部门来说，并非仅是存在于

物流服务机构，与此同时，也包括海关以及检验等多个部门，保险公司对相关信

息进行审查之后根据相应的信息内容也可以实现上链。在这里需要了解到的是，

针对信用证结算而言，其实质即为票据结算业务，在见到单据之后，信用证就可

以付款，并非是基于货物质量为依据然而若是处于担保提货的条件下，进口商利

用区块链能够了解到各个环节所产生的质量检测信息。 

采用这种方法，在运行区块链的过程中也会极大程度地减少人为参与，自动

化运行效率比较高，能够直观地对货物状态进行观察。从客观层面来看，减少了

许多接触防止受到疫情过多的影响。 

5.6 区块链+信用证的不足和思考 

利用区块链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从某些方面来看，即为利用电子信用证对

纸质区块链的问题进行解决以及采用数字数据填写的方式，促使人工操作的问题

得到解决。通过采用电子化的方式可以自动化进行验证与核对。与此同时，也极

大程度地缩短了邮寄单据所需要的时间。从理论层面来看，通过采用电子信用的

方式，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如果真的想要利用区块链+信用证还有三个问题需要

解决。 

1、技术环节还需打通 

在技术层面，许多应用并未处于区块链上仍处于分布式账本之间。面对这种

情况就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在某一节点上出现停机或者节点之间的通信不稳定

从而引起一系列问题。除此之外，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对某个节点进行验真处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区块链+信用证在铁矿石贸易结算中的应用探析 

47 

理是否具有可行性。面对这些情况由于存在一定的特殊性，仍需进行改进区块链

使其更加完善。从整体上来看，许多系统也具有相对比较低的电子化水平。中文

电子传输系统也常出现不统一的情况。所以，在国际信用证结算时经常会出现电

话沟通以及人工介入等多种情况。  

2、设计脱钩 

基于区块链层面进行分析。首先当前的技术仍需进行扩容，不然将无法支持

大部分企业同时对区块链进行操作。除此之外，在应用区块链+信用证时只有实

现多方同时上链，才可以使所面临的问题得到解决。当前所采用的这种方式是否

可以取得大部分人的认可与支持是非常重要的。若是无法有效解决这种问题，区

块链也会失去价值，最后变成了银行的长期试用品。 

3、应用方面 

尽管现在已经推出了一些区块链+信用证产品，如中信银行的 BCLC。但针对

信用证流程而言信任问题是最严峻的综合当前的发展现状来看，在应用信用证时

避重就轻的现象十分普遍基本上均是围绕成本与效率层面考虑，许多问题也无法

得到有效解决，所以打通各方环节已经迫在眉睫，是当前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区块链+信用证在铁矿石贸易结算中的应用探析 

48 

6 总结和展望 

6.1 研究总结 

区块链技术应用于跨境信用证结算中，将把区块链+信用证带入一个全新的

时代，区块链技术对旧格局的改变是在所难免的。对于国际贸易结算来讲，主要

体现在： 

1、扩大金融机构业务群体。区块链技术将原先老旧效率低下的信用证结算

显著提高了效率，减少了传统信用证流程中大量单据的流转。 

2、降低了企业在取得信用证时候所需要的费用。通过在线平台减少了人员

之间的接触，降低了新冠疫情的传播风险。 

3、通过去中心化和内容信息不可篡改这两个区块链的特征。信用证内容可

以保证绝对的相符，打破了传统信用证自足的特征，为贸易双方提供更加真实有

效的贸易服务。同时，可以让信用证欺诈这一一直存在于信用证本身的顽疾在某

些程度上得以消除，为贸易双方增强了信任。 

6.2 研究展望 

在全文的研究中，仅仅是按照传统思想去推演区块链+信用证的而应用。但

如果在突破传统监管要求和管理模式前提下，进一步促进节点间的衔接与体系间

的融合，那么基于区块链的底层支持，物流体系、资产体系和贸易金融体系将实

现更有可行性的衔接和融合。将金融机构、物流机构、贸易主体等将在融合体系

中进行信息和数据的交换和协作（也可以是两两体系的融合），形成围绕信用证

等结算方式的贸易金融生态。 

1、建立贸易诚信管理一个用于外贸完整性的分布式管理系统 

每个参与者在链上建立一个身份，并且每笔交易都在链上补充完整性信息。

进出口商之间方便进行信用调查，出口商可以对开证行进行有效的信用调查，银

行也可以对开证行的信用状况进行充分调查。同时，运输单位和质检部门的链条

可以进一步降低出口商伪造证件的风险。此外，通过逐步上传注册资本有关的验

资报告、年检报告以及财务相关的资产负债表、会计报表和损益表等信息，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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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分析发卡申请人的动态信用状况、业务运营和偿付能力，并进行核实相应地

发行信用证，获得最大的信用额度。  

2、设计新保险产品 

通过参与集成系统，保险公司将获得基础资产的透明性和实时性能，并可以

根据使用情况和设定保费来设计类似于 UBI 汽车保险的保险服务。在投保之前，

依靠进出口链上的信用信息，对保单持有人进行评级并准确设定价格，使保单持

有人可以享受低价，更快的索赔和更少的风险的好处；在保险中，基于实时区块

链数据，可以通过合同设计问题的预警和发现机制，提高了实时风险控制能力；

保险后，保险公司还可以通过区块链了解资产轨迹，并可以将现场证据及时上传

到链中提高理赔效率。 

3、为上链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正如前文所述，在铁矿石贸易中由于许多钢铁企业具有比较小的企业在购置

钢铁产品时仅可以在现货市场上购买，因此也出现了大量的贸易商。若是借助于

区块链的力量促使其达到增信上链的目的，就可以争取到更多的发展机会。在办

理过程中由于流程比较长、手续复杂所以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除此之外，为了

将贸易背景贯彻落实到实处，在区块链网的作用下，有利于钢铁企业得到更多的

金融服务。与此同时，也产生了更多的贸易可见性与上游供货商之间也存在许多

的沟通途径。 

基于此中小钢厂在发展过程中，在共同的区块链网络上也涵盖了融资贸易与

金融供应商。对于金融供应商来说，能够对中小企业的信息数据实时获取。根据

历史消息记录，也可以有效验证应收账款的生命周期。在此期间，也可以深入探

讨中小企业所产生的交易数据，为金融供应商创造了便利条件，所获取的中小企

业数据信息更加真实有效，为信用评估与贷款审批提供了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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