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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六届会议第五十六届会议第五十六届会议第五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 161   
 

01 47766 

大会决议  
[根据第六委员会的报告(A/56/588)通过] 

56/81. 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应收款转让公约 

 大会大会大会大会， 

 回顾回顾回顾回顾其 1966年 12月 17日第 2205（XXI）号决议设立了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

员会，其任务是促进国际贸易法的逐步协调和统一，并在这方面铭记所有各国人

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在国际贸易扩大发展中的利益， 

 考虑到考虑到考虑到考虑到适用于应收款转让的法律制度的内容和选择并不确定，由此产生的问

题对国际贸易构成了障碍， 

 深信深信深信深信通过一项关于国际贸易中应收款转让的公约，可增强透明度，有助于克

服这个领域的不确定性问题，促进以更可承受的费率获得资本和信贷，同时保护

现有的转让惯例和便利新惯例的发展，并确保在应收款转让中债务人的利益得到

充分保护， 

 回顾回顾回顾回顾委员会在其 1995 年第二十八届会议上决定订拟关于应收款融资转让的

统一法规并责成国际合同惯例工作组拟订一个草案，
1
 

 注意到注意到注意到注意到国际合同惯例工作组从 1995年到 2000年九届会议专门拟订《国际贸

易中应收款转让公约》草案，并由委员会在其 2000 年第三十三届会议
2 
和 2001

年第三十四届会议
3 
上对公约草案进行了审议， 

                                                           
1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届会议，补编第 17号》（A/50/17），第 381 段。 

2
 同上，《第五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17号》（A/55/17），第三章。 

3
 同上，《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7号》和更正（A/56/17和 Corr.3），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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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到意识到意识到意识到所有国家和有关的国际组织都获得邀请在工作组的所有届会上并在

委员会第三十三届和第三十四届会议上作为成员或作为观察员参加公约草案的

拟订，并获得发言和提出建议的充分机会， 

 满意地注意到满意地注意到满意地注意到满意地注意到公约草案的案文已分发给作为观察员应邀出席委员会和工作

组各次会议的各国政府和各国际组织，以征求其意见，一次是在委员会第三十三

届会议之前，另一次是订正本在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之前分发，而且所收到的

意见已提交委员会第三十三届
4 
和第三十四届会议，

5
 

 满意地注意到满意地注意到满意地注意到满意地注意到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决定将公约草案提交大会审议，
6
 

 注意到注意到注意到注意到委员会所通过的公约草案，
7
 

 1. 表示感谢表示感谢表示感谢表示感谢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拟订了《国际贸易中应收款转让公

约》草案；
7
 

 2. 通过并开放供签署或加入通过并开放供签署或加入通过并开放供签署或加入通过并开放供签署或加入载于本决议附件的《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应收款

转让公约》； 

 3. 吁请吁请吁请吁请各国政府考虑成为该公约缔约国。 

 

2001 年 12月 12日 
第 85次全体会议 

 

附件 

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应收款转让公约 

序言 

 各缔约国各缔约国各缔约国各缔约国， 

 重申重申重申重申坚信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是促进各国间友好关系的一项重要因素， 

                                                           
4
 见 A/CN.9/472和 Add.1-5。 

5
 见 A/CN.9/490和 Add.1-5。 

6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7 号》和更正（A/56/17 和 Corr.3），第 200

段。 

7
 同上，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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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到考虑到考虑到考虑到适用于应收款转让的法律制度的内容和选择并不确定，由此产生的问

题对国际贸易构成了障碍， 

 渴望渴望渴望渴望就应收款的转让制订原则和通过规则，从而建立确定性和透明度，促进

关于应收款转让的法律现代化，同时保护现有的转让惯例和便利新惯例的发展， 

 又渴望又渴望又渴望又渴望确保应收款转让情况下对债务人利益的充分保护， 

 认为认为认为认为采用一套有关应收款转让的统一规则将有助于以更可承受的费率获得

资本和信贷，并从而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 

 兹协议如下兹协议如下兹协议如下兹协议如下： 

 

第一章 

适用范围 

第第第第 1111 条条条条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    

 1. 本公约适用于: 

 (a) 符合本章定义的国际应收款的转让和应收款的国际转让，前提是转让合

同订立时转让人所在地在一缔约国内；以及 

 (b) 后继转让，条件是先前的任何转让受本公约管辖。 

 2. 本公约适用于符合本条第 1 款(a)项标准的后继转让，即使本公约不适

用于该应收款先前的任何转让。 

 3. 本公约不影响债务人的权利和义务，除非在原始合同订立时债务人所在

地在一缔约国内或管辖原始合同的法律是一缔约国的法律。 

 4. 第五章的规定适用于符合本章定义的国际应收款的转让和应收款的国

际转让，不受本条第 1款至第 3款的限制。但是，一国根据第 39条作出声明的，

这些规定不予适用。 

 5. 本公约附件的规定按第 42条的规定适用。 

第第第第 2222条条条条    

应收款的转让应收款的转让应收款的转让应收款的转让 

 在本公约中： 

 (a) “转让”系指一人（“转让人”）以协议方式向另一人（“受让人”）转移

该转让人应从第三人（“债务人”）获得一笔款额（“应收款”）的全部或部分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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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或其中的未分割权益。作为对债务或其他义务的担保而产生的应收款权利应

视为转移； 

 (b) 就初始受让人或其他任何受让人作出的转让（“后继转让”）而言，作出

转让者为转让人，转让的对方为受让人。 

第第第第 3333条条条条    

国际性国际性国际性国际性 

 原始合同订立时，转让人和债务人所在地在不同国家的，该应收款具有国际

性。转让合同订立时，转让人和受让人所在地在不同国家的，该转让具有国际性。 

第第第第 4444条条条条    

不不不不适用的情况和其他限制适用的情况和其他限制适用的情况和其他限制适用的情况和其他限制 

 1. 本公约不适用于下列转让： 

 (a) 对个人进行的为其个人、家人或家庭目的的转让； 

 (b) 产生所转让应收款的企业作为企业变卖的一部分或变更其所有权或法

律地位而进行的转让。 

 2. 本公约不适用于下列情况下或从其中而产生的应收款转让： 

 (a) 受管制交易所的交易； 

 (b) 由净额结算协议规范的金融合同，但所有未了结的交易终结时所欠的应

收款不在此列； 

 (c) 外汇交易； 

 (d) 银行间支付系统、银行间支付协议或与证券或其他金融资产或工具相关

的清算和结算系统； 

 (e) 中间人所持证券或其他金融工具或资产的担保权转移、此类资产的买

卖、借贷或持有或回购协议； 

 (f) 银行存款； 

 (g) 信用证或独立担保。 

 3. 本公约任何规定概不影响管辖流通票据的法律规定的任何人的权利和

义务。 

 4. 本公约任何规定概不影响转让人和债务人根据关于保护为个人、家人或

家庭目的进行的交易的当事方的特别法律而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5. 本公约任何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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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概不影响不动产所在国的法律适用于下列情况： 

㈠  根据该法律应收款的转让授予对该不动产权益的，适用于此种权益；或 

㈡ 根据该法律不动产权益授予应收款权利的，适用于此种权利的优先权； 

 (b) 也不使不动产所在国法律所不允许的不动产权益购置行为成为合法行

为。 

 

第二章 

总则 

第第第第 5555条条条条    

定义和解释规则定义和解释规则定义和解释规则定义和解释规则    

 在本公约中： 

 (a) “原始合同”系指转让人与债务人之间据以产生所转让应收款的合同； 

 (b) “现有应收款”系指转让合同订立时或此前产生的应收款，“未来应收

款”系指转让合同订立后产生的应收款； 

 (c) “书面”系指可供日后查阅用的任何可及的信息形式。凡本公约要求签

署书面文件时，该书面文件通过普遍公认手段或通过需签字者所同意的程序标明

签字者并表明其已认可该书面文件所载信息的，这项要求即已满足； 

 (d) “转让通知”系指合理指明所转让的应收款和受让人的书面通信； 

 (e) “破产管理人”系指在破产程序中经授权负责管理转让人资产或事务重

整或清算的个人或机构，包括临时指定的个人或机构； 

 (f) “破产程序”系指集体的司法或行政程序，包括临时程序，在此程序中，

转让人的资产和事务须受法院或其他主管当局为重整或清算目的而实行的控制

或监督； 

 (g) “优先权”系指一人优先于另一人的权利，并以适合此目的为限，包括

确定该项权利是一项对人权还是一项对物权，是否属于一项对负债或其他义务的

担保权利，以及该项权利对竞合求偿人发生效力的任何必要条件是否得到满足； 

 (h) 一人的所在地为其营业地所在国。转让人或受让人在一个以上国家境内

设有营业地的，转让人或受让人的中央管理职能行使地为营业地。债务人在一个

以上国家境内设有营业地的，与原始合同关系最密切的营业地为营业地。某人无

营业地的，以其惯常居住地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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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法律”系指在一国境内具有效力的除其国际私法规则外的法律； 

 (j) “收益”系指有关所转让应收款的任何所得，不论是应收款的全部或部

分支付，还是其他手段的偿付。本术语包括有关收益的任何所得。本术语不包括

退还的货物； 

 (k) “金融合同”系指涉及利率、商品、货币、股票、债券、指数或其他任

何金融工具的任何现货交易、远期交易、期货交易、期权交易或互换交易、任何

回购或证券借贷交易和在金融市场订立的与上述任何交易相类似的任何其他交

易和上述交易的任何组合； 

 (l) “净额结算协议”系指双方或多方间规定下述一种或多种操作的协议： 

㈠ 以债权更新或其他方式对同一天到期的同一种货币付款进行的净结算； 

㈡ 一当事方发生破产或其他违约情况时，按重置或公平市场价值终结所有

未了结的交易，将金额按一种货币折算，相互抵减后算出一当事方应向另一

当事方支付的单独一笔付款净额； 

㈢ 根据两项或多项净结算协议，按本条(l)项㈡规定的方式计算，各款额

相互抵消； 

 (m) “竞合求偿人”系指： 

㈠ 同一转让人相同应收款的另一受让人，包括因对转让人其他财产所享有

的权利而依法要求对所转让应收款享有权利的人，即使该应收款不是国际应

收款，向该受让人进行的转让也不是国际转让； 

㈡ 转让人的债权人；或 

㈢ 破产管理人。 

第第第第 6666条条条条    

当事方自主权利当事方自主权利当事方自主权利当事方自主权利 

 在不违反第 19 条的情况下，转让人、受让人和债务人可通过协议（删减或

更改）本公约对其各自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此类协议不影响非协议当事方的任何

人的权利。 

第第第第 7777条条条条    

解释原则解释原则解释原则解释原则 

 1. 在解释本公约时，应考虑到序言所载的公约目标和宗旨、公约的国际性

以及促进公约适用上的统一和在国际贸易中遵守诚信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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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涉及本公约所管辖事项而在本公约中并未明确解决的问题，应按本公约

所依据的一般原则求得解决，或在无此种原则时，按国际私法规则指定的适用法

律解决。 

 

第三章 

转让的效力 

第第第第 8888条条条条    

转让的效力转让的效力转让的效力转让的效力    

 1. 应收款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其转让对于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对于债

务人或对于竞合求偿人而言并非无效，而且也不得以这是一项以上应收款、未来

应收款或应收款组成部分或其未分割权益的转让为由而否定一个受让人权利的

优先权： 

 (a) 应收款被单独列明作为与该转让相关的应收款； 

 (b) 应收款由任何其他方式列明，但条件是在转让时，或就未来应收款而言

在原始合同订立时，可被认明是与该转让相关的应收款。 

 2. 除非另行议定，一项或多项未来应收款的转让无须逐项应收款转让办理

新的转移手续即可具有效力。 

 3. 除本条第 1 款、第 9条和第 10条第 2款及第 3款规定外，本公约不影

响由法律产生的对转让的任何限制。 

第第第第 9999条条条条    

转让的合同限制转让的合同限制转让的合同限制转让的合同限制 

 1. 尽管初始转让人或任何后继转让人与债务人或任何后继受让人之间的

任何协议以任何方式限制转让人转让其应收款的权利，应收款的转让具有效力。 

 2. 本条规定概不影响转让人因违反此种协议而承担的任何义务或赔偿责

任，但该协议的另一方不得仅以此项违反为由撤销原始合同或转让合同。非此种

协议当事方的人仅因知悉该协议不承担责任。 

 3. 本条仅适用于下列应收款的转让： 

 (a) 根据供应或租赁货物或除金融服务外的服务的合同、工程建筑合同或买

卖或租赁不动产的合同这类原始合同产生的应收款； 

 (b) 根据买卖或租赁工业产权或其他知识产权或专有资料或为其核发许可

证的原始合同产生的应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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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代表对信用卡交易支付义务的应收款；或 

 (d) 依照涉及两个以上当事方的净结算协议按净额结算应付款项后尚欠转

让人的应收款。 

第第第第 10101010条条条条    

担保权利的转移担保权利的转移担保权利的转移担保权利的转移 

 1. 对人权或对物权，作为对所转让应收款的付款担保时，无须办理新的转

移手续即可转移。根据对这种权利的管辖法律这种权利只有在办理新手续后方可

转移的，转让人有义务将这种权利和任何收益转移给受让人。 

 2. 尽管转让人与债务人或与让出所转让应收款的付款担保权利的其他人

之间可能有任何协议，以任何方式限制转让人应收款转让权利或所转让应收款的

付款担保权利，所转让应收款的付款担保权利仍根据本条第 1款实现转移。 

 3. 本条规定概不影响转让人因违反本条第2款所述任何协议而承担的任何

义务或赔偿责任，但该协议的另一方不得仅以此项违反为由撤销原始合同或转让

合同。非此种协议当事方的人仅因知悉该协议不承担责任。 

 4. 本条第 2款和第 3款仅适用于下列应收款的转让： 

 (a) 根据供应或租赁货物或除金融服务外的服务的合同、工程建筑合同或出

售或租赁不动产的合同这类原始合同产生的应收款； 

 (b) 根据出售或租赁工业产权或其他知识产权或专有资料或为其核发许可

证的原始合同产生的应收款； 

 (c) 代表对信用卡交易支付义务的应收款；或 

 (d) 依照涉及两个以上当事方的净结算协议按净额结算应付款项后尚欠转

让人的应收款。 

 5. 根据本条第1款转移财产占有权不影响转让人根据管辖该财产权的现行

法律，就转移的该财产而对债务人或让出财产权者所承担的任何义务。 

 6. 关于所转让应收款的任何付款担保权利，本公约以外法律规则对其转移

形式或登记有任何要求的，本条第 1款不影响此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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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权利、义务和抗辩 

第一节 

转让人和受让人 

 

第第第第 11111111 条条条条    

转让人和受让人的权利和义务转让人和受让人的权利和义务转让人和受让人的权利和义务转让人和受让人的权利和义务 

 1. 转让人和受让人之间由其协议产生的相互权利和义务，依照该协议所载

条款和条件，包括其中提到的任何规则或一般条件确定。 

 2. 转让人和受让人受双方议定的任何惯例约束，并且除非另行议定，也受

双方之间已确立的任何习惯做法约束。 

 3. 除非另行议定，在国际转让中，转让人和受让人被视为已默认对该转让

适用在国际贸易中该类转让或该类应收款转让的当事各方所熟知和通常遵守的

习惯做法。 

第第第第 12121212条条条条    

转让人的表示转让人的表示转让人的表示转让人的表示 

 1. 除非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另行议定，在转让合同订立时，转让人即表示： 

 (a) 转让人有权转让该应收款； 

 (b) 转让人此前未曾将该应收款转让给另一受让人；以及 

 (c) 债务人现在和将来均无任何抗辩或抵消权。 

 2. 除非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另行议定，转让人并不表示债务人具备或将会

具备付款的能力。 

第第第第 13131313条条条条    

通知债务人的权利通知债务人的权利通知债务人的权利通知债务人的权利 

 1. 除非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另行议定，转让人或受让人或双方均可向债务

人发出转让通知和付款指示，但在通知发出后，只有受让人才可发出这种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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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就第 17 条而言，违反本条第 1 款所述任何协议而发出的转让通知或付

款指示不因这种违反而无效。但本条规定概不影响违反该协议的当事方对其违反

协议而造成的任何损害所应承担的任何义务或赔偿责任。 

第第第第 14141414条条条条    

获得付款的权利获得付款的权利获得付款的权利获得付款的权利 

 1. 除非另行议定，在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不论转让通知是否已发出： 

 (a) 对所转让应收款的付款，支付给受让人的，受让人有权保留所转让应收

款的收益和就其退还的货物； 

 (b) 对所转让应收款的付款，支付给转让人的，受让人有权获得属于收益的

付款以及就所转让应收款而退还给转让人的货物； 

 (c) 对所转让应收款的付款，支付给另一人而受让人对该人拥有优先权的，

受让人有权获得属于收益的付款，并有权获得就所转让应收款退还该人的货物。 

 2. 受让人保留的部分不得超出其在应收款中所占权益的价值。 

第二节 

债务人 

第第第第 15151515条条条条    

保护债务人的原则保护债务人的原则保护债务人的原则保护债务人的原则 

 1. 除本公约另有规定外，未经债务人同意，转让不影响债务人的权利和义

务，包括原始合同内所载的付款条件。 

 2. 付款指示可改变债务人付款的受款人、受款地址或受款帐户，但不得： 

 (a) 改变原始合同内规定的付款币种；或 

 (b) 把原始合同内规定的付款所在地国改为债务人所在国以外的国家。 

第第第第 16161616条条条条    

通知债务人通知债务人通知债务人通知债务人 

 1. 转让通知和付款指示所用的一种语文按情理预计可使债务人知道其内

容的，债务人收到时即发生效力。转让通知或付款指示完全可以使用原始合同的

语文写成。 

 2. 转让通知或付款指示可涉及通知后产生的应收款。 

 3. 一项后继转让的通知构成对所有先前转让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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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17171717条条条条    

债务人通过付款解除义务债务人通过付款解除义务债务人通过付款解除义务债务人通过付款解除义务 

 1. 债务人在收到转让通知前，有权根据原始合同付款而解除其义务。 

 2. 债务人收到转让通知后，除本条第 3款至第 8款的情况外，债务人仅可

通过向受让人付款而解除其义务；转让通知中另有指示的，或受让人此后在债务

人收到的书面通知中另有指示的，债务人须按该付款指示付款而解除其义务。 

 3. 债务人收到关于同一转让人对相同应收款单独一次转让的不止一份付

款指示的，债务人根据付款前收到的受让人最后一份付款指示付款而解除其义

务。 

 4. 债务人收到关于同一转让人对相同应收款不止一次转让的通知的，债务

人根据所收到的第一份通知付款而解除其义务。 

 5. 债务人收到一次或多次后继转让的通知的，债务人根据最后一次这种后

继转让的通知付款而解除其义务。 

 6. 债务人收到一项或多项应收款的一部分或其未分割权益的转让通知的，

债务人根据通知付款而解除其义务，或如同未曾收到通知一样，根据本条付款而

解除其义务。债务人根据通知付款的，债务人义务的解除范围仅限于其所付的部

分或所付的未分割权益。 

 7. 债务人收到受让人发出转让通知的，债务人有权要求受让人在一段合理

时间内提供关于初始转让人向初始受让人的转让和任何中间转让确已作出的充

分证据；除非受让人这样做，债务人可如同未曾收到受让人的通知一样，通过根

据本条付款而解除义务。转让的充分证据包括但不限于由转让人签发并指明转让

确已发生的任何书面文件。 

 8. 本条不影响债务人得以通过向有权获得付款者、主管的司法当局或其他

当局或向公共存款基金付款而解除债务人义务的任何其他理由。 

第第第第 18181818条条条条    

债务人的抗辩和抵消权债务人的抗辩和抵消权债务人的抗辩和抵消权债务人的抗辩和抵消权 

 1. 受让人向债务人提出关于所转让的应收款的付款要求时，债务人可向受

让人提出由原始合同产生的或由构成相同交易一部分的任何其他合同产生的、在

如同未发生转让时若转让人提出此种要求则债务人可予利用的所有抗辩或抵消

权。 

 2. 债务人可向受让人提出任何其他抵消权，但必须是在债务人收到转让通

知时债务人可利用的抵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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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虽有本条第 1款和第 2款的规定，但在转让人违反以任何方式限制转让

人转让权的协议情况下而使债务人可依照第 11条或第 12条向转让人提出的抗辩

和抵消权，债务人不得向受让人提出。 

第第第第 19191919条条条条    

不提出抗辩和抵消权的协议不提出抗辩和抵消权的协议不提出抗辩和抵消权的协议不提出抗辩和抵消权的协议 

 1. 债务人可与转让人以债务人签署的书面文件议定，不向受让人提出依照

第 18 条规定可提出的抗辩和抵消权。此种协议限制债务人不得向受让人提出这

些抗辩和抵消权。 

 2. 债务人不得放弃下列抗辩： 

 (a) 由于受让人一方的欺诈行为所引起的抗辩；或 

 (b) 因债务人无行为能力而提出的抗辩。 

 3. 此种协议只能通过经债务人签署的书面协议而修改。此种修改对受让人

所具有的效力依第 20条第 2款确定。 

第第第第 20202020条条条条    

原始合同的修改原始合同的修改原始合同的修改原始合同的修改 

 1. 在发出转让通知前，转让人与债务人之间订立的涉及受让人权利的协议

对受让人具有效力，而受让人也取得相应的权利。 

 2. 在发出转让通知后，转让人与债务人之间订立的涉及受让人权利的协议

对受让人不具效力，除非： 

 (a) 受让人同意该协议；或 

 (b) 履约不足未挣得全部应收款以及原始合同中写明可作修改，或根据原始

合同，通情达理的受让人会同意此种修改。 

 3. 本条第1款和第 2款不影响转让人或受让人因对方违反双方之间的协议

而产生的任何权利。 

第第第第 21212121 条条条条    

支付款的收回支付款的收回支付款的收回支付款的收回 

 转让人未履行原始合同并不致使债务人有权向受让人收回债务人已付给转

让人或受让人的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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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第三方 

第第第第 22222222条条条条    

适用于竞合权利的法律适用于竞合权利的法律适用于竞合权利的法律适用于竞合权利的法律 

 除本公约其他条款已解决的事项外，并以符合第 23条和第 24条规定为条件，

转让人所在国的法律管辖受让人对所转让应收款的权利相对于竞合求偿人权利

的优先性。 

第第第第 23232323条条条条    

公共政策和强制性规则公共政策和强制性规则公共政策和强制性规则公共政策和强制性规则 

 1. 转让人所在国法律的某项规定只有在该规定的适用明显违背法院所在

地国公共政策的情况下才可拒绝适用。 

 2. 不论本可适用何种法律，法院所在地国或任何其他国家适用的强制性法

律规则不得阻止转让人所在国法律某项规定的适用。 

 3. 尽管有本条第 2 款和第 22 条的规定，在非转让人所在国的一国发动的

破产程序中，根据法院所在地国法律依法产生并根据该国法律在破产诉讼程序中

相对于某一受让人的权利而被给予优先地位的任何优惠权利，可具有这种优先。

一国可以随时交存一份声明，列明任何此类优惠权利。 

第第第第 24242424条条条条    

特别收益规则特别收益规则特别收益规则特别收益规则 

 1. 受让人对所转让应收款的权利相对于竞合求偿人对该项所转让应收款

的权利具有优先的，受让人收到收益后，有权保留这些收益。 

 2. 受让人对所转让应收款的权利相对于竞合求偿人对该项所转让应收款

的权利具有优先的，在下列情况下，转让人收到收益后，受让人对这些收益的权

利相对于该竞合求偿人对这些收益的权利，也同样具有优先： 

 (a) 转让人根据受让人的指示收到收益而为受让人的利益保管这些收益；以及 

 (b) 转让人为受让人的利益分开保管收益，并且这些收益可以合理地从转让

人的资产中识别，例如一个仅存有现金或证券收益的单独存款帐户或证券帐户。 

 3. 本条第2款概不影响对收益拥有抵消权或拥有按协议设定而非由应收款

权利产生的权利的人所享有的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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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25252525条条条条    

退让退让退让退让 

 享有优先权的受让人可以在任何时候单方面或通过协议将其优先权退让于

任何现有或未来受让人之后。 

 

第五章 

独立适用的法律冲突规则 

第第第第 26262626条条条条    

第五章的适用第五章的适用第五章的适用第五章的适用 

 本章的规定适用于下列事项： 

 (a) 根据第 1条第 4款规定属于本公约范畴的事项； 

 (b) 本公约其他条款未解决的本也属于本公约范畴的事项。 

第第第第 27272727条条条条    

转让合同的形式转让合同的形式转让合同的形式转让合同的形式 

 1. 所在地在同一国家的双方之间订立的转让合同，满足管辖该合同的法律

要求的，或满足订立合同时所在国的法律要求的，在形式上对双方有效。 

 2. 所在地在不同国家的双方之间订立的转让合同，满足管辖该合同的法律

要求的，或满足其中一方国家的法律要求的，在形式上对双方有效。 

第第第第 28282828条条条条    

适用于转让人与受让人相互间权适用于转让人与受让人相互间权适用于转让人与受让人相互间权适用于转让人与受让人相互间权利和义务的法律利和义务的法律利和义务的法律利和义务的法律 

 1. 转让人与受让人根据其协议产生的相互间权利和义务受其双方选定的

法律管辖。 

 2. 转让人与受让人没有选择法律的，其协议所产生的相互间权利和义务受

与该转让合同关系最密切的国家的法律管辖。 

第第第第 29292929条条条条    

适用于受让人与债务人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律适用于受让人与债务人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律适用于受让人与债务人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律适用于受让人与债务人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律    

 管辖原始合同的法律决定对受让人与债务人之间的转让在合同上的限制是

否有效、受让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转让在哪些条件下可对债务人发生效力和

债务人的义务是否已得到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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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30303030条条条条    

适用优先权的法律适用优先权的法律适用优先权的法律适用优先权的法律 

 1. 转让人所在地国家的法律管辖受让人对所转让应收款的权利相对于竞

合求偿人权利的优先性。 

 2. 不论本可适用何种法律，法院所在地国或任何其他国家适用的强制性法

律规则不得阻止转让人所在国法律某项规定的适用。 

 3. 尽管有本条第 1款和第 2款的规定，在非转让人所在国的一国发动的破

产程序中，根据法院所在地国法律依法产生并根据该国法律在破产诉讼程序中相

对于某一受让人的权利而被给予优先地位的任何优惠权利，可具有这种优先。 

第第第第 31313131 条条条条    

强制性规则强制性规则强制性规则强制性规则 

 1. 不论本可适用何种法律，如果法院所在地国的法律规则是强制性的，第

27条至第 29条中的任何规定概不限制这些规则的适用。 

 2. 如果与第 27条至第 29条所作规定的事项有密切关系的另一国的法律规

则是强制性的，而且根据该另一国的法律，不论本可适用何种法律这些强制性规

则必须适用，这两条中的任何规定概不限制这些规则的适用。 

第第第第 32323232条条条条    

公共政策公共政策公共政策公共政策 

 对于本章所解决的事项，本章指明的一项法律规定只有在该规定的适用明显

违背法院所在地国公共政策的情况下才能拒绝适用。 

 

第六章 

最后条款 

第第第第 33333333条条条条    

保存人保存人保存人保存人 

 联合国秘书长为本公约保存人。 

第第第第 34343434条条条条    

签署、批准、接受、认可、加入签署、批准、接受、认可、加入签署、批准、接受、认可、加入签署、批准、接受、认可、加入    

 1. 本公约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放供所有国家签署，直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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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公约须经签署国批准、接受或认可。 

 3. 自开放供签署之日起，本公约对所有未签署国家开放供加入。 

 4. 批准书、接受书、认可书和加入书应交联合国秘书长保存。 

第第第第 35353535条条条条    

对领土单位的适用对领土单位的适用对领土单位的适用对领土单位的适用 

 1. 一国拥有两个或多个领土单位，而各领土单位对于本公约所涉事项适用

不同法律制度的，可随时声明本公约将适用于本国全部领土单位或仅适用于其中

一个或数个领土单位，并且可以随时提出另一声明代替原先的声明。 

 2. 此种声明应明确指明本公约适用的领土单位。 

 3. 由于按本条规定作出的一项声明，本公约不适用于一国所有领土单位，

而转让人或债务人位于本公约并不适用的一个领土单位的，这一所在地被视为不

在一缔约国领土内。 

 4. 由于按本条规定作出的一项声明，本公约并非对一国所有领土单位皆适

用的，而管辖原始合同的法律是本公约不适用的领土单位的现行有效法律，管辖

原始合同的法律被视为并非一缔约国的法律。 

 5. 一国未根据本条第 1款提出声明的，本公约适用于该国所有领土单位。 

第第第第 36363636条条条条    

所在地在一个领土单位内所在地在一个领土单位内所在地在一个领土单位内所在地在一个领土单位内    

 一人的所在地在拥有两个或多个领土单位的国家的，其所在地为其营业地所

在的领土单位。转让人或受让人在一个以上领土单位设有营业地的，转让人或受

让人的中央管理职能行使地为营业地。债务人在一个以上领土单位设有营业地

的，与原始合同关系最密切的营业地为营业地。某人无营业地的，以其惯常居住

地为准。拥有两个或多个领土单位的国家可随时通过声明指定用以确定其本国内

某人所在地的其他规则。 

第第第第 37373737条条条条    

领土单位的适用法律领土单位的适用法律领土单位的适用法律领土单位的适用法律 

 对于拥有两个或多个领土单位的国家，本公约中凡提及一国的法律，系指在

该领土单位现行有效的法律。此类国家可随时通过声明指定用以确定适用法律的

其他规则，包括致使该国另一领土单位的法律成为适用法律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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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38383838条条条条    

与其他国际协定的与其他国际协定的与其他国际协定的与其他国际协定的冲突冲突冲突冲突 

 1. 本公约相对于任何已签订或可能签订的具体管辖本应由本公约管辖的

交易的国际协定，以该协定为准。 

 2. 虽有本条第 1 款的规定，但相对于《统法社国际保理公约》（“渥太华

公约”），以本公约为准。本公约不适用于债务人权利和义务的场合，并不排除渥

太华公约对该债务人权利和义务的适用。 

第第第第 39393939条条条条    

关于适用第五章的声明关于适用第五章的声明关于适用第五章的声明关于适用第五章的声明 

 一国可随时声明其将不受第五章的约束。 

第第第第 40404040条条条条    

与政府和其他公共实体有关的限制与政府和其他公共实体有关的限制与政府和其他公共实体有关的限制与政府和其他公共实体有关的限制 

 一国可随时声明其将不受第 9 条和第 10 条的约束或不受其约束的范围，条

件是在订立原始合同时，债务人所在地或作为所转让应收款付款担保的对人权或

对物权的任何让出人的所在地在该国，而且该债务人或让出人是中央或地方政

府、其中的任何分支机构，或为公共目的组建的实体。如果一国作出此项声明，

第 9 条和第 10 条并不影响该债务人或让出人的权利和义务。一国可在声明中列

明声明所指的实体种类。 

第第第第 41414141 条条条条    

其他不适用的情形其他不适用的情形其他不适用的情形其他不适用的情形 

 1. 一国可随时声明其将不对声明中明确说明的特定种类的转让或特定类

别应收款的转让适用本公约。 

 2. 在根据本条第 1款提出的声明生效后： 

 (a) 订立转让合同时转让人所在地在该国的，本公约不适用于这些种类的转

让或这些类别应收款的转让； 

 (b) 订立原始合同时债务人所在地在该国的，或管辖原始合同的法律是该国

法律的，本公约涉及债务人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不适用。 

 3. 本条不适用于第 9条第 3款所列的应收款的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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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42424242条条条条    

附件的适用附件的适用附件的适用附件的适用 

 1. 一国可随时声明其将： 

 (a) 受附件第一节所载优先权规则的约束，并将参加依照附件第二节建立的

国际登记制度； 

 (b) 受附件第一节所载优先权规则的约束，并将通过采用一种可达到此种规

则目的的登记制度实行此种规则，在此种情况下，就附件第一节而言，按此种制

度登记与按附件第二节登记具有同等效力； 

 (c) 受附件第三节所载优先权规则的约束； 

 (d) 受附件第四节所载优先权规则的约束；或 

 (e) 受附件第 7条和第 9条所载优先权规则的约束。 

 2. 就第 22条而言： 

 (a) 依照本条第1款(a)或(b)作出声明的一国的法律为附件第一节所载的全

套规则，以依照本条第 5款所作任何声明而涉及的范围为限； 

 (b) 依照本条第 1 款(c)作出声明的一国的法律为附件第三节所载的全套规

则，以依照本条第 5款所作任何声明而涉及的范围为限； 

 (c) 依照本条 第 1 款(d)作出声明的一国的法律为附件第四节所载的全套规

则，以依照本条第 5款所作任何声明而涉及的范围为限； 

 (d) 依照本条 第 1 款(e)作出声明的一国的法律为附件第 7条和第 9条所载

的全套规则，以依照本条第 5款所作任何声明而涉及的范围为限。 

 3. 依照本条第 1款作出声明的一国可确立一些规则，在声明生效之前订立

的转让合同应根据这些规则在一段合理时间内受其约束。 

 4. 未依照本条第 1款作出声明的一国可根据本国现行有效的优先权规则，

利用依照附件第二节建立的登记制度。 

 5. 一国依照本条第 1款作出声明之时或之后，可声明其将： 

 (a) 不对某些种类的转让或某些类别应收款的转让适用根据本条第1款所选

定的优先权规则；或 

 (b) 按该声明中列明的更改适用这些优先权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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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根据本公约缔约国和签署国总和不少于三分之一的缔约国或签署国的

请求，保存人应当召开缔约国和签署国会议，指定监管当局和首席登记员，并拟

定或修订附件第二节所述的条例。 

第第第第 43434343条条条条    

声明的生效声明的生效声明的生效声明的生效 

 1. 按第 35条第 1款、第 36条、第 37条或第 39条至第 42条在签字时作

出的声明，须在批准、接受或认可时加以确认。 

 2. 声明和声明的确认须以书面形式提出，并正式通知保存人。 

 3. 一国的声明在本公约对该国生效时同时生效。但是，一项声明的正式通

知在本公约对该国生效后才为保存人收到的，此项声明于保存人收到通知之日起

满六个月后的下一个月第一日生效。 

 4. 按第 35条第 1款、第 36条、第 37条或第 39条至第 42条作出一项声

明的国家，可随时以书面形式正式通知保存人，撤回该项声明。此种撤回于保存

人收到通知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下一个月第一日生效。 

 5. 就依照第 35条第 1款、第 36条、第 37条或第 39条至第 42条作出一

项声明而该声明是在本公约对该国生效后才具有效力的情形而言，或就撤回任何

此种声明的情形而言，其结果将造成包括任何附件在内的本公约中的一条规则成

为可适用规则的： 

 (a) 除本条第 5 款(b)规定的情形外，该规则只适用于在该声明或声明的撤

回对第 1条第 1款(a)所述缔约国生效之日或之后订立转让合同的转让； 

 (b) 关于债务人权利和义务的规则只适用于在该声明或声明的撤回对第1条

第 3款所述缔约国生效之日或之后订立的原始合同。 

 6. 就依照第 35条第 1款、第 36条、第 37条或第 39条至第 42条作出一

项声明而该声明是在本公约对该国生效后才具有效力的情形而言，或就撤回任何

此种声明的情形而言，其结果将造成包括任何附件在内的本公约中的一条规则成

为不适用规则的： 

 (a) 除本条第 6 款(b)规定的情形外，该规则不适用于在该声明或声明的撤

回对第 1条第 1款(a)所述缔约国生效之日或之后订立转让合同的转让； 

 (b) 关于债务人权利和义务的规则不适用于在该声明或声明的撤回对第1条

第 3款所述缔约国生效之日或之后订立的原始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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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如果一条规则因本条第 5款或第 6款所述声明或声明的撤回而成为适用

规则或不适用规则，而该规则关系到如何确定对在该声明或声明的撤回生效之前

订立转让合同的一笔应收款或对其收益的优先权，则根据该声明或声明的撤回生

效之前确定优先权的法律受让人权利具有优先权的，受让人权利相对于竞合求偿

人权利具有优先权。 

第第第第 44444444条条条条    

保留保留保留保留 

 除本公约明文许可的保留，不得作任何保留。 

第第第第 45454545条条条条    

生效生效生效生效 

 1. 本公约于第五份批准书、接受书、认可书或加入书交存之日起满六个月

后的下一个月第一日起生效。 

 2. 对于在第五份批准书、接受书、认可书或加入书交存之日后始成为本公

约缔约国的国家，本公约于以该国名义交存适当文书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下一个

月第一日起生效。 

 3. 本公约只适用于在本公约对第 1 条第 1 款(a)所述缔约国生效之日或之

后订立转让合同的转让，但条件是本公约中涉及债务人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只适用

于在本公约对第 1条第 3款所述缔约国生效之日或之后订立的原始合同所产生的

应收款的转让。 

 4. 如果一笔应收款是根据在本公约对第 1 条第 1 款(a)所述缔约国生效之

日前订立的转让合同转让的，则根据无本公约时确定优先权的法律受让人权利具

有优先权的，受让人对该笔应收款的权利相对于竞合求偿人的权利具有优先权。 

第第第第 46464646条条条条    

退出退出退出退出    

 1. 缔约国可随时以书面形式通知保存人，宣布退出本公约。 

 2. 退出于保存人收到通知之日起满一年后的下一个月第一日起生效。通知

内写明更长期限的，退出于保存人收到通知后该更长期限届满时生效。 

 3. 本公约仍然适用于在公约的退出对第 1 条第 1 款(a)所述缔约国生效之

日前订立转让合同的转让，但条件是本公约中涉及债务人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只仍

适用于在公约的退出对第1条第 3款所述缔约国生效之日前订立的原始合同所产

生的应收款的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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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如果一笔应收款是根据在公约的退出对第 1 条第 1 款(a)所述缔约国生

效之日前订立的转让合同转让的，则根据本公约规定的确定优先权的法律受让人

权利具有优先权的，受让人对该笔应收款的权利相对于竞合求偿人的权利具有优先

权。 

第第第第 47474747条条条条    

订订订订正和修正正和修正正和修正正和修正 

 1. 根据本公约不少于三分之一缔约国的请求，保存人应当召开缔约国会

议，对本公约进行订正或修正。 

 2. 在对本公约的修正生效后交存的任何批准书、接受书、认可书或加入书，

视为适用于修正后的公约。 

 

本公约附件 

第一节 

以登记为准的优先权原则 

第第第第 1111 条条条条    

若干受让人之间的优先权若干受让人之间的优先权若干受让人之间的优先权若干受让人之间的优先权    

 在同一转让人相同应收款的若干受让人之间，一个受让人对所转让应收款的

权利的优先顺序，由根据本附件第二节登记有关转让数据的先后次序决定，不论

应收款的转移时间如何。未登记此种数据的，优先顺序以各方分别订立转让合同

的先后次序决定。 

第第第第 2222条条条条    

受让人与破产管理人或转让人的债权人之间的优先权受让人与破产管理人或转让人的债权人之间的优先权受让人与破产管理人或转让人的债权人之间的优先权受让人与破产管理人或转让人的债权人之间的优先权 

 相对于破产管理人的权利和通过扣押、司法裁决或由主管当局类似的裁决产

生对所转让应收款权利并因此而获得这种权利的债权人所享有的权利而言，应收

款在发动此种破产程序、扣押、司法裁决或类似的裁决之前即已转让的，有关转

让的数据也在此之前根据本附件第二节作了登记的，受让人对所转让应收款的权

利享有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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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登记 

第第第第 3333条条条条    

登记制度的建立登记制度的建立登记制度的建立登记制度的建立 

 将建立登记制度以根据拟由登记员和监管机构颁布的条例登记有关转让的

数据，即使有关转让或应收款并非国际转让或国际应收款。登记员和监管机构根

据本附件颁布的条例应与本附件相一致。条例将对登记制度的运作方式以及解决

与登记制度运作有关的纠纷的程序作出详细规定。 

第第第第 4444条条条条    

登记登记登记登记    

 1. 任何人均可根据本附件和条例在登记处登记有关转让的数据。按条例规

定登记的数据应为转让人和受让人的身份资料和所转让应收款的简要说明。 

 2. 单项登记可涵盖由转让人向受让人一次或多次进行的一笔或多笔现有

或未来应收款的转让，而不论应收款在登记时是否存在。 

 3. 可事先就有关转让进行登记。条例将规定不进行转让时取消登记的程

序。 

 4. 登记或其修改，自本条第 1款所述数据可供查询时起生效。登记方可按

条例中规定的选择办法指明登记的有效期。无此种指明的，一次登记的有效期为

五年。 

 5. 条例将列明登记展期、修改或撤销的方式，并规定登记制度运作所需要

的任何其他事项。 

 6. 转让人身份资料不全、不规则、有遗漏或有差错，致使根据转让人正确

身份资料无法查到所登记数据的，该项登记无效。 

第第第第 5555条条条条    

登记处查询登记处查询登记处查询登记处查询 

 1. 任何人均可按条例规定，根据转让人的身份资料查询登记处的记录并获

得书面查询结果。 

 2. 凡载明是由登记处出具的书面查询结果，可作为证据接受，而且在无相

反证据的情况下，可作为所查询数据的登记证明，包括登记的日期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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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以转让合同时间为准的优先权规则 

第第第第 6666条条条条    

若干受让人之间的优先权若干受让人之间的优先权若干受让人之间的优先权若干受让人之间的优先权 

 在同一转让人相同应收款的若干受让人之间，一个受让人对所转让应收款的

权利的优先顺序，以各方分别订立转让合同的先后次序决定。 

第第第第 7777条条条条    

受让人与破产管理人或转让人的债权人之间的优先权受让人与破产管理人或转让人的债权人之间的优先权受让人与破产管理人或转让人的债权人之间的优先权受让人与破产管理人或转让人的债权人之间的优先权    

 相对于破产管理人的权利和通过扣押、司法裁决或由主管当局类似的裁决产

生对所转让应收款的权利并因此而获得这种权利的债权人所享有的权利而言，应

收款在发动此种破产程序、扣押、司法裁决或类似的裁决之前即已转让的，受让

人对所转让应收款的权利享有优先权。 

第第第第 8888条条条条    

转让合同时间的证明转让合同时间的证明转让合同时间的证明转让合同时间的证明 

 就本附件第 6条和第 7条而言，转让合同的订立时间可通过包括证人在内的

任何方式加以证明。 

第四节 

以转让的通知时间为准的优先权规则 

第第第第 9999条条条条    

若干受让人之间的优先权若干受让人之间的优先权若干受让人之间的优先权若干受让人之间的优先权 

 在同一转让人相同应收款的若干受让人之间，一个受让人对所转让应收款的

权利的优先顺序，以债务人分别收到各方转让通知的先后次序决定。但是，受让

人在订立向其进行转让的合同时已知悉先前的转让的，受让人不得通过通知债务

人而获得相对于该先前转让的优先权。 

第第第第 10101010条条条条    

受让人与破产管理人或转让人的债权人之间受让人与破产管理人或转让人的债权人之间受让人与破产管理人或转让人的债权人之间受让人与破产管理人或转让人的债权人之间的优先权的优先权的优先权的优先权 

 相对于破产管理人的权利和通过扣押、司法裁决或由主管当局类似的裁决产

生对所转让应收款权利并因此而获得这种权利的债权人所享有的权利而言，应收

款在发动此种破产程序、扣押、司法裁决或类似的裁决之前即已转让的，债务人

也在此之前收到通知的，受让人对所转让应收款的权利享有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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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年＿月＿日订立订立订立订立，正本一份，其阿拉伯文本、中文本、英文本、法文本、

俄文本和西班牙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下列全权代表，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在本公约上签字，以昭信守以昭信守以昭信守以昭信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