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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供应链融资作为一种独特的商业融资模式，通过金融资本与实体经济的协

作，构筑了银行、核心企业和上下游配套企业互利共存、持续发展的产业生态，

以其优越的市场契合度及适应性，受到了越来越多商业银行的重视，成为了商业

银行经营转型重要的着力点和突破口，其价值日益显现。 

然而，目前各大商业银行的供应链融资产品同质化特征明显，市场竞争日趋

激烈，无论是国有大银行、股份制银行，还是小型商业银行均纷纷通过流程改造、

品牌创新、财富管理等方式筑建各自的产品优势。 

本文将遵循系统工程和顶层设计的科学发展观原理，通过介绍供应链融资的

现状和特点，分析其产品优势，揭示发展瓶颈；同时有针对性地选择数家规模不

一的商业银行，通过分析产品策略,指出其优势或不足；着重研讨商业银行在推

动供应链融资业务健康快速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障碍问题，重点关注如何在

竞争中创新金融服务方式，探索客户、市场与产品的切入点，发现市场、完善产

品、抢得先机。 

 

 

关键词：供应链融资；同业创新；电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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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pply chain finance is a special mode for commercial finance. It combines 

financial capitals with real economy, and builds an industrial ecology of mutual 

benefit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banks, core enterprises,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chain companies. Its advantage of highly market integration and 

adaptability is more and more valued by commercial banks. Therefore, it has become 

a valuable acting point and breakthrough point for banks’ operational transformation. 

However, nowadays supply chain financing products face more and more 

homogeneous features. Market competition is growing. Either big state-owned banks 

or joint-stock commercial banks, as well as regional banks are eager to build their 

product advantages by procedure reforming, brand innovation, fortune management 

and so on.  

Following systems engineering and top-level design - theories of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this thesis introduces the status and features of supply chain 

finance, analyzes its business advantages and points out its bottleneck. At the same 

time, several commercial banks of different scale are pointed out by analyzing their 

respective product strategy and advantages/disadvantages. This thesis lays emphasis 

on commercial banks’ supply chain finance study, including its rapid development 

and the obstacles. The research also focuses on how to innovate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competition, how to explore clients and market/product penetration, 

how to improve the products to get market opportunities. 

 

 

Key words: Supply Chain Finance, Innovation, Electro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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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目的、以及意义 

国内众多商业银行的利润来源主要还是依赖于存贷差，因此各类贷款发放是

商业银行 主要的盈利板块。至上世纪末，解决经营性企业短期资金需求的贷款

仅流动资金贷款一类。此类贷款操作模式固定、流程管理简单，但固定、简单的

融资模式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对于多次办理借新还旧或还旧借新的流动资金贷

款，在实质上已经成为借款人的铺底营运资金，扩大了商业银行融资本金收回的

风险；而另一方面流动资金贷款的审核普遍局限于对企业经营证照和财务报表的

审查，材料是历史性的，缺乏动态数据的科学管理，这也徒增了商业银行资产安

全的不确定性。 

针对上述情况，本世纪以来，商业银行纷纷寻求妥善的解决方案，并在供应

链融资上找到了比较合理的突破口。供应链融资因此在过去几年内已经成为商业

银行流动资金贷款领域 重要的一个业务增长点，并在物流/资金流链条的拓展

上逐步发展出可以覆盖多个商业银行业务条线的供应链金融；尤其在出现世界性

的金融危机、信贷环境恶化的状况下，众多商业银行感觉到公司客户对供应链金

融的需求强烈。 

然而，事物发展必有两面性！当供应链融资、供应链金融蓬勃发展，众多商

业银行获得大量盈利的同时，客户营销、流程效率、风控措施等方面的问题或风

险逐渐凸显，影响了商业银行业务的进一步扩大，更严重时甚至影响了资产质量。 

从供应链融资健康成长为供应链金融，是一个系统再造的过程，可以运用系

统工程和顶层设计的原理和方法，从 早期的产品设计出发，做好从客户营销、

风险评价、授权委托、权益管理等全流程的整体规划。在这一过程中，可以对供

应链融资所涉及的各个层面进行分析，归纳出创新突破口，为商业银行未来成长

拟定出一种较为理想的业务模式，从而增加盈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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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主要内容和章节安排 

研究分析供应链融资，如果单纯研究一项融资产品，是不经济的；而应该依

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从发展创新的角度对其进行系统化的分析。系统化分析，

理论上被称为系统工程，即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特别是在大型工程或经济活动

的规划与组织、生产管理、自动化项目的开发与使用过程中，发现综合考虑系统

总体时所要解决的共性问题，总结实践经验，借鉴和吸收了邻近学科的理论方法，

逐步建立起来的①。而顶层设计原理正是可以被借鉴的一种理论方法。 

顶层设计就是做一件事的规划或计划，而为了做好规划或计划，必须先对要

做的事进行详细的调查，了解做事的目的和要求、基本内容和应具有的态度、应

采用的理想步骤和方法等，并对其进行剖析，找出重点和难点；并在此基础上，

制定出如何能使所做的事得以顺利完成及获取 高效益的执行计划和规划②。作

为一种应用方法，系统工程正可以借鉴顶层设计原理。 

本文作者遵循上述原理，以系统性作为指导思想，参考自己的长期实践，结

合多年来搜集到的商业银行业务材料，对供应链融资的意义和未来发展方向进行

全面的阐述。通过分析供应链融资特性，可以推敲出其对商业银行的重要意义；

通过对数年发展历程的展现，以及在商业银行的不同成长特点的分析，可以总结

出商业银行在发展供应链金融时所共同面临的问题和障碍。在详细阐述供应链融

资各层次特点的基础上，作者采用顶层设计原理的方法，运用科学发展观的创新

思维，设计一种比较理想的创新型供应链融资。 

本文内容共六章，第二章主要介绍供应链融资的概念并论述其特性，以及供

应链融资各个发展阶段；第三章和第四章通过分析四家具有代表性的商业银行的

供应链融资业务特点、创新角度或发展瓶颈，着重归纳目前商业银行所面临的障

碍和瓶颈；第五章和第六章将进行创新思考，根据顶层设计原理，阐述各个可创

新的业务层面，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电子供应链融资模式，以及衍生的各类金融

业务，并通过介绍两个已经获得初步成功的案例来验证本文的论点。 

                                                             
① 王众托：系统工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P1-7 
② 闻邦椿：顶层设计原理、方法、应用，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年，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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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供应链融资的概念和意义 

系统工程的具体方法和技术是丰富多样的，但其基础万变不离其衷，即系统

思想，其重要组成部分就是系统整体性思想。整体性主要表现为整体与部分、部

分与部分、系统与环境联系的统一性。就如一家制造公司，虽然生产车间、销售

单位、职能部门众多，形态各异，功能不同，但它们都不是孤立的，而是按照一

定关系，相互协调一致地工作，目标均是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是统一的。处于

竞争性市场中的商业银行，就个体而言可以视作这家制造公司，就与市场活动参

与方的关系而言又仅仅是这家制造公司的一个部门而已。在经营融资性产品和业

务时，尤其处于买方市场时，商业银行已经运用到了系统工程整体性指导思想，

笔者将其归纳为“多赢”。 

同时商业银行的“多赢”观也符合系统工程的目的性、整体性、综合性、动

态性、协调与优化、适应性等六项原则①。只有目的正确，有科学根据，符合客

观实际，才能建立和运转具有预期效果的系统。同时处理问题又要着眼于系统整

体，又应通过设立不同方案、不同方法和途径，综合性地解决同一问题，整体性

和综合性是必不可分的。另一方面，系统是复杂多变的，良好的动态管理能加强

系统的生命周期，高效的协调与优化是“多赢”的充分条件。在市场经济中，设

计、建立、维护一个高水平的复杂经济系统，必须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活

跃市场经济，从而从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中收益。图1展示了系统工程六原则与

商业银行“多赢”思想的有机融合。 

商业银行在设计融资产品时，首先必须明确未来的所有参与方，包括商业银

行本身、借款人以及所有相关方，这正体现了系统工程的整体性。而这些参与方

又各有目的，需要进行详细的剖析。在整体性和目的性确认后，会进一步讨论影

响融资产品的综合性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参与方与融资产品之间的互利互

惠，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同时，不同参与方之间还存在需要相互协调、互相

优化的需求。只有当上述过程均完美实现后，参与方所处的市场经济才会得到活

跃，得到持续性发展，请见图1。 

                                                             
① 王众托：系统工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P42-43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基于顶层设计原理对商业银行供应链融资创新发展的分析研究 

 4

 

图1 系统工程的六原则与融资产品的“多赢”模式① 

 

在“多赢”思维的指导下，商业银行已经不再单纯地担任市场领导人，而是

与其他所有参与者一样，处于产业链的一环。供应链融资也应该在这样的指导思

想下，分析研究其发展方向。因此，下文将从供应链融资的概念、特性和意义出

发，阐述“多赢”模式的必要性。 

第一节 定义和特性 

供应链融资，是指商业银行依托于产业供应链，基于对供应链管理程度和核

心企业信用实力的掌握，对核心企业及其上下游多个企业提供全面金融服务，同

时促进供应链上核心企业及上下游配套企业“产-供-销”链条的稳固和流转顺畅

②。供应链融资使商业银行可以有效使用核心企业充裕的信用，依据真实的贸易

背景，重塑传统的信用和风险评价体系，显著提高了上下游配套企业的信用水平，

商业银行和核心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亦惠及整个产业链的良性发展，从而构建起企

业与商业银行、甚至是链条上有关参与方互存、互利的产业网络。 

                                                             
① 作者自绘 
② 互联网文档资源：我国供应链金融现状与发展前景分析，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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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企业，是指掌握核心技术、核心能力、核心环节，在整条供应链中拥有

核心话语权的企业。而相对于核心企业，为其供应原材料、产品开发、提供服务

的配套企业可被称为核心企业上游供应商；为其销售产成品的配套企业可称为核

心企业下游经销商。上游环节的中心是产品生产、服务提供，与产品/服务的技

术特性密切相关，下游环节的重点是满足消费者，与开拓市场紧密相联① 。 

根据核心企业承担的角色和责任的不同，供应链融资又分为紧密型和非紧密

型两种。其中紧密型供应链融资是指核心企业、供应链客户与商业银行签订三方

协议，明确约定核心企业向商业银行提供信息确认、商品回购、调剂销售或融资

担保等风险缓释手段的供应链融资业务；非紧密型供应链融资是指核心企业仅提

供信息确认的供应链融资业务。 
供应链融资是商业银行基于企业特定的、可监控的商品与服务交易中所形成

的存货、应收账款、预付款、订单、发票等资产，利用 擅长的短期融资工具，

辅以结构性的安排而提供的融资服务。供应链融资已逐渐发展成为与国内外贸易

紧密相关的创新型表内外融资，即增强了商业银行对企业贸易信用支持的针对性

与可控性，也增强了企业间资金流和货物流的密切度。银行摆脱了评估单个企业

的局限性，而更加关注商品/服务特性、交易对手信誉、市场地位和各类伴生信

息等。通过对货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分析，银行可针对供应链流程的各个环

节设计融资模式，从而更好地解决多个企业在各自经营阶段的资金和增信需求。

正是由于供应链融资所具有的与商品交易周期匹配性、还款来源自偿性、融资用

途明确性、以货权为审批核心等典型特性，才使供应链融资能在较好满足企业需

求的同时，能够成为银行在企业信用管理与资产管理上提供一个准确、及时、全

流程风险控制与授信管理的平台②。 

供应链融资的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信息性 

传统上，银行对客户进行信用及风险评价时，一般是通过搜集企业的财务报

表来评判其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其准确性与可信度越来越被诟病，因为获得信

息的渠道单一、方式被动、时效性差，难以反映企业实时的交易活动，更不论对

                                                             
① 贡迪：供应链金融核心企业分析，现代企业教育，2010 年第 4 期 
② 张慧斌：贸易融资助力银行风险防控，中国外汇，2013 年第 24 期，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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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进行有效的预测。而供应链融资是依据企业基础交易而设立的融资方式。这

使银行可直接介入企业的具体交易中，通过核查企业的具体运作中的信息流与物

流，直接、准确地获得反映企业现实经营状况，如交易对手、结算方式、商品价

格等信息的第一手材料，为银行对客户进行风险评价提供重要且真实的决策依据

①。 

2、预警性 

很多企业出现资产质量问题往往首先从贸易流和资金流上反映出来。而供应

链的管理正是为银行提供了企业间特定交易的信息，由此安排的短期融资，可凭

借链条监控期内的信用变化、交易情况以及资金流向，对供应链融资的顺利收回

起到直接且积极的影响。而供应链融资为银行提供了一个可以对企业信用以及交

易行为进行直接且持续监测的平台，使银行可以及时发现交易中的重大变化与异

常情况，并就此作出相应的分析判断，掌握企业经营中出现的问题，从而能够更

早、更及时地采取风控措施②。 

3、灵活性 

与银行传统的不同期限流动资金贷款不同，供应链融资期限短、周转快，一

般不超过6个月，同时银行采用跟单模式、还款资金封闭管理。银行一旦发现企

业经营出现问题或存在潜在风险，可立即采取必要的风控措施，主动压降融资额

度，因此供应链融资为银行及时调整授信提供了必要的灵活性。 

4、风控性 

货权或应收账款权益的取得，进一步增强了银行信贷资产的安全保障；封闭

管理又能使特定的贸易资金只能用于归还供应链融资③，因此特定现金流成为银

行考量的第一还款来源，这使得风险保障更具有确定性，银行拥有了更多的有效

风控措施来确保信贷资产的安全。 

5、效益性 

供应链融资基于自偿性，降低风险，节约了经济资本占用；在实务中，供应

链资金衍生到结算业务，带动银行综合业务回报。因此，供应链融资属于相对资

本效益较高、综合回报较广的产品，对提升银行效益具有重要的意义。 

                                                             
① 张慧斌：贸易融资助力银行风险防控，中国外汇，2013 年第 24 期，P61 
② 同上 
③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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