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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 要 

随着全球供应链整合的不断发展，供应链上物流的运行效率已经得到有效的

加强，通过进一步对整个供应链上的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进行协调和控制，将

为供应链整合提供支持，有效提升整个供应链的竞争力。 

供应链金融服务通过对供应链上物流和金融服务的集成创新，不仅可以帮助

中小企业降低融资成本，解决流动资金周转困境；还成为第三方物流提高边际利

润率，加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同时供应链金融的发展也为银行提供了较低风险

下的利润增长点。近年来供应链金融服务在国内的蓬勃发展，随之产生了对其业

务模式和风险管理问题的关注。 

本文首先对供应链金融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和综述；对供应链金融的发展

现状和业务模式进行分析，提出了 3PL 主导下的供应链金融服务可以成为物流

企业服务创新的重要方向；构建了供应链金融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选取了 5

类风险、16 个评价指标，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各层指标权重，运用模糊综合评

价方法建立风险评估模型；并对实际运作中项目的事中和事后风险控制和管理方

法进行了探讨。 后，通过案例分析，对该项目全过程的风险评估和管理进行了

具体操作和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第三方物流主导下的供应链金融服务风险包括宏观和行业系

统、供应链风险、融资企业信用风险、质押物风险和操作风险，通过模糊综合评

价可以帮助第三方物流评估相关风险。事中的风险控制是供应链业务运作中的关

键。希望本文研究能够对供应链金融服务行业实践有积极作用。 

关键词：供应链金融；第三方物流；模糊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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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integration, logistics 

operation efficiency of supply chain has been effectively strengthened. Furthermore, 

the coordination and control on logistics, fund flow and information flow will support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upply chain. 

As an integrated innovation of logistics and cash flow in supply chain, supply 

chain finance is not only critical in helping SME to decrease its financing costs and 

solve working capital flow problem, but also an effective way for 3PL to improve 

marginal profit and strengthen the core competiveness. At the same time, it provides a 

profit growth point for the banks.  

Firstly, this paper proposes a summary and review to this research field, after that 

it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business modes of supply chain finance, pointing 

out that supply chain finance business model dominated by 3PL can become an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the service innovation of logistics enterprises; builds a risk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rom the angle of 3PL, which comprising of 5 kinds of risk 

factors and 16 evaluation indexes, through applying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to 

obtain the index weights, and then uses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to 

establish the risk assessment model. It also discusses the risk control and management 

after the project has been accepted. At the end of the paper, it uses a case to analyze 

how the proposed risk evaluation model and risk control methods are being applied in 

a real project. 

The study shows that: Supply Chain Finance risks include macro and industry 

risks, supply chain system risks, capital demander risks, pledge risks and operational 

risks, FCE could help 3PL to evaluate these risks. The risk control in the project is 

critical in the success of the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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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随着全球经济竞争的模式由过去的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转变为不同服务

体系构成的供应链之间的竞争。如何在供应链的背景下协调物流、资金流和信息

流的有效流转，已经成为供应链稳定发展的必然要求。无论在现有的理论还是实

践中，供应链管理更多的是侧重研究或管理供应链中关于物流的供应和需求不匹

配问题，忽视了供应链中运营决策和资金决策之间的相互作用，资金流管理的作

用和其中所蕴藏的巨大机会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1]。资金约束成为供应链中企业

普遍存在的问题。根据供应链金融电子平台提供商Demica公司（2007）发布的

一份研究报告，73%的欧洲大型企业一方面不断向供应商施加降价压力，另一方

面又不断延长向这些供应商付款的账期，导致很多供应链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2]。 

中小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2008下半年以来，受国际

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小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而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

注。在中小企业的整个经济活动中，物流过程占用资金很大。如果能有效地利用

资金，企业即能很快地扩大生产，占领市场。然而，中小企业在资金管理问题上

却遇到种种困难。一方面，供应链通常由那些资金和规模都较大的核心企业主导，

中小企业往往在供应链中处于弱势地位，在核心企业的挤压下，中小企业应收账

款周期偏长，而应付账款周期偏短，影响其正常现金流周转；另一方面，中小企

业的信用等级偏低，可供抵押的资产少，加上管理水平相对较低，企业内部财务

制度不健全，融资渠道狭窄。而我国大中型银行体制在设计上主要是面向国有大

中型企业，绝大多数小企业和微型企业达不到银行贷款的标准。同时，银行对小

企业的管理成本是大中型银行的5倍到8倍，而且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要比大中型企

业高很多[3]。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进程的加快，

物流业成为具有广阔前景和增值功能的新兴服务业。2010 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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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 125.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单位 GDP 对社会物流需求的系数为 1：3.15，

表明社会经济发展对物流的需求呈加速增长态势[4]。然而，作为物流业发展的核

心力量——第三方物流，目前仍存在企业规模偏小；服务内容以传统的运输、仓

储为主，服务水平不高，功能不够完善；在运作模式上只是复制别的企业，缺乏

创新能力，也导致利润率不高[5]。近年来，为了加快自身发展，第三方物流正努

力推动业务模式创新，通过改变传统业务流程、提供增值服务、来获取较高市场

回报。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供应链金融作为一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由于其在协调供应链资金流动，解

决广大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上发挥的作用，而得到学术界和实业界的广泛关注。

供应链金融将物流服务、融资服务、结算服务和风险管理服务融为一体，提升客

户服务质量和经营效率，降低运营资本需求和操作风险，从而提升供应链的整体

绩效[6]。 

供应链金融可以有效的解决供应链上的资金薄弱环节，即解决中小企业的融

资困难问题。不同于传统贷款业务中过于强调授信主体资质和信用，供应链金融

产品具有自偿性的特点，通过对还款来源的锁定实现贷款的偿还，解决了中小企

业由于缺乏可抵押资产并且信用评级不高而难以获得贷款的问题。 

从资金提供方的角度来看，供应链金融也因其巨大的市场、丰厚的利润和强

化客户关系的可能性而受到青睐[2]。由于第三方物流行业竞争的日趋激烈，基础

性的物流操作如仓储、运输利润率已经越来越低。通过供应链金融产品的研发，

可以帮助第三方物流扩大和稳固客户群，树立自己的竞争优势，开辟新的利润来

源，也有利于吸收由此业务引发的派生收益，即由原来服务于供应链的某一环节，

逐渐拓展至整个渠道，或者由某一渠道服务渗透入其他渠道。目前，许多第三方

物流企业服务的利润来源已开始转向各种增值服务。一些国外大型物流企业如

UPS、DHL 已经通过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而获得丰厚的利润。怡亚通、飞马等

国内传统物流企业也转型为供应链企业，通过向供应链提供整合平台服务而开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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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利润源泉。 

现有实践证明，由于物流企业在对货物的储存和监管上有较为丰富的经验，

对市场价格的敏锐度上也要高于提供资金的金融机构。因此，由第三方物流参与

到供应链金融业务，一方面，物流企业利用从事传统物流服务的便利和规模效应

可以降低成本；另一方面，银行等提供资金的机构也可以专心投入到资金运作中，

不需要担忧质押货物可能出现的市场价格变动或者变质风险。因此，由大型物流

仓储企业、银行和借款企业三方合作的供应链金融运作模式在现阶段的中国就比

较合适[7]。 

综上分析，供应链金融服务可以成为解决供应链协调问题，提升供应链运作

效率的有效手段，服务的各参与方均可从中受益。第三方物流企业可以结合自身

优势，进行业务整合和创新，为客户提供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三者集成式的服

务。 

本文首先对供应链金融的研究现状做理论综述，探究第三方物流服务发展过

程中融合现代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创新趋势；通过对实践中供应链金融主要

业务模式进行分析，并从第三方物流的角度对供应链金融的风险进行了识别，运

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风险的定量评估，并提出了在业务操作过程中进行风险控

制的方法和建议，对物流企业从事供应链金融服务的风险管理具有一定的指导意

义。 

1.3 研究方法和结构安排 

论文在写作过程中使用的研究方法包括： 

系统分析的方法。供应链金融服务是一个综合作业的过程，服务系统内部由

多个子系统所构成。在对供应链金融创新服务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在科学性、可

行性、有效性等方面的研究上，论文注重考虑供应链金融服务本身的系统特征，

采用系统分析的方法，从系统的角度对风险进行识别与评估。 

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方法论角度看，理论研究需应用于实

践，并接受实践的真伪验证。在研究过程中，论文对供应链金融的发展现状、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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