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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中欧班列的供应链金融风险分析有利于优化一带一路建设、跨国铁路货运贸易以及我国大宗商品供

应链金融的发展。本文依据供应链金融风险控制理论，按照“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的顺序

进行风险识别，并基于经济、竞争、财务、信用、运营五维度风险进行风险评估。通过德尔菲法和层次

分析法选取指标，构建有针对性的供应链金融风险评估体系，并得出结论：供应链金融公司最重视信用

风险、其次是运营风险、再次是财务风险，财务风险中主要关心核心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和应收账款周转

率，经济风险和竞争风险则主要作为参考因素。这与供应链金融现状相符，也能更科学的说明中欧班列

存在的问题。随后就中欧班列供应链金融风险管控中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了优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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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upply chain financial risk analysis based on China Europe Express is conducive to optimiz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cross-border railway freight trade and 
China’s bulk commodity supply chain finance.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upply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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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e risk control, and carries out risk identification in the order of “risk identification risk as-
sessment risk response”. Risk assessment is based on the five dimensions of economic, competi-
tive, financial, credit, and operational risks. By using the Delphi Method and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to select indicators, a targeted supply chain finance risk assessment system is con-
structed, and the conclusion is drawn that supply chain finance companies attach the most impor-
tance to credit risk, followed by operational risk, and then financial risk. Financial risk mainly 
concerns the asset liability ratio and accounts receivable turnover rate of the core enterprise, 
Economic and competitive risks are mainly used as reference factors. Thi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upply chain finance and can also provide a more scientific explanation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hina Europe freight train. Subsequently,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for the main issues in risk management of the supply chain finance of the China Europe 
freight t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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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一带一路”战略在国家的支持下稳步发展，中欧班列开行与建设获得长远谋划。同时，

数字供应链金融也逐渐被视作缓解供应链上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以及促使供应链上物流商流信息

流资金流快速流动的较好解决办法[1] [2]。基于中欧班列的供应链金融风险研究是铁路供应链持续高速健

康运转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将直接影响到一带一路建设、跨国铁路货运贸易以及我

国大宗商品供应链金融的发展[3]。因此，本文将从中欧班列和供应链金融发展实际出发，在分析数字供

应链赋能中欧班列运营的基础上，从上链企业融资风险方面着手[4] [5]，进而提出降低中欧班列上链企业

融资风险的相应建议对策，促进铁路供应链网络与供应链金融的融合发展。 

2. 供应链金融风险控制理论 

风险控制是指通过运用制度、技术与策略等手段，将企业风险控制在可控范围内[6]。任何一家企业

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是有限的，因此只有平衡好利益与风险之间的关系，合理把控风险，才能获得企业绩

效最大化。在供应链金融体系中，由于参与主体较多，环节繁琐，流程复杂，交易规模体量大，导致风

险源头多，敞口大，风险间交织复杂，一旦发生风险，会沿着供应链传导，最终给供应链整体造成风险，

因此我们需要采取科学全面的风险控制手段[7]，既控制供应链整体的系统性风险，又控制不同业务模式

下各方参与主体与各业务环节中存在的特有风险。 
供应链金融风险控制的流程可概括为五个关键步骤：识别风险、计量风险、评估风险、控制风险和

监测风险[8] [9] [10]。识别风险这一步骤涉及对供应链金融体系整体和各业务模式下的参与主体和业务环

节进行准确全面的研究，及时发现潜在风险，分析导致风险的原因和性质，并准确记录并归类风险。计

量风险是运用建模分析的方法，对各种风险的风险敞口进行量化，预测不同风险的发生概率，以定量方

式描述各类风险。这有助于为后续的风险评估提供具体的数据支持。评估风险，根据风险计量的结果，

进行风险评估，判断各方参与主体的风险承受能力是否符合要求。评估的目的是确保风险水平在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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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内，并确定是否需要采取进一步的风险控制措施。在研究和评估的基础上，采取因地制宜、因时

制宜的方式和方法来应对风险[11] [12] [13]。常见的应对措施包括风险抑制、风险保留、风险回避、风险

转移、风险分散、风险补偿等，以降低风险的影响。常态化、制度化地监测当前风险敞口状况、风险发

生概率、风险发展趋势以及风控措施的具体效果。通过统筹规划，及时跟进和调整风险管理手段，确保

风险控制的有效性和及时性。 
这一整体流程有助于建立起健全的供应链金融风险管理体系，使各参与方能够更有效地识别、量化、

评估、控制和监测潜在的风险，从而提高供应链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健性。 

3. 中欧班列供应链金融风险的识别与评估 

本章依据“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的顺序，先进行风险识别，再运用系统性和科学性较

强的风险管理理论制定供应链金融风险的评估体系[14]，主要内容为使用科学的方法对供应链金融层面存

在的风险进行识别与评估。 

3.1. 中欧班列供应链金融风险识别 

供应链金融风险体现在经济、竞争、财务、信用、运营这五维度风险[15] [16] [17] [18]。这五个维度

涵盖了供应链和金融领域中常见的关键风险领域，因此在实践中有一定的合理性。 

3.1.1. 经济风险 
经济风险主要是外部风险，包括中欧班列外部市场稳定情况、经济波动情况、汇率波动情况等[19] [20]。

运营过程中涉及较多外币结算，因此除较为常见的市场稳定、经济波动情况外，还需要注意汇率风险：

即人民币汇率升高与降低对中欧班列价值的影响。汇率的波动会显著影响中欧班列的生产经营和现金流，

从而影响中欧班列整个供应链金融业务。 

3.1.2. 竞争风险 
在中欧班列供应链中，竞争风险[21]是一项重要的考量，主要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市场上的价格

竞争可能使得竞争对手通过降低运输价格等手段争夺市场份额，从而对中欧班列形成竞争威胁。其次，

服务水平的竞争也是一大挑战，竞争对手可能通过提供更高质量、更可靠的服务，例如更短的运输时间

或更精准的货物跟踪系统，来吸引客户选择其服务而非中欧班列。此外，政策和法规的差异[22]也可能影

响运营，竞争对手可能通过更好地适应当地法规获取竞争优势。地理位置、货物类型和行业特定需求等

因素也是竞争的考量因素。因此，为了有效地应对这些竞争风险，中欧班列供应链需要持续关注市场变

化，提升服务质量，提高运营效率，并与关键利益相关者保持密切合作。 

3.1.3. 运营风险 
在中欧班列供应链中，运营风险[23] [24]涵盖了多个关键方面，对生产、物流和库存管理等方面带来

了潜在的挑战。首先，生产中断是一个显著的运营风险，可能由于生产线问题、原材料供应链中断或制

造工艺故障等原因而导致中欧班列供应链的正常运作受到阻碍，影响货物按计划发运。其次，运输安全

是一个重要考虑因素，如盗窃、劫持或自然灾害可能导致货物丢失或延误。最后，库存过剩或不足也可

能引发问题，过多的库存可能增加存储成本，而库存不足则可能影响供应链的灵活性和客户服务水平。

此外，供应链的信息系统和技术平台可能面临的风险也是一个显著的运营挑战[25]。系统故障、网络攻击

或数据泄露都可能对中欧班列的运营造成负面影响，因此信息安全需要得到特别关注。 

3.1.4. 财务风险 
在中欧班列供应链中，财务风险[26] [27]是一项至关重要的考虑因素，直接关系到资金流动、融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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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和财务稳健性。首先，支付延迟可能是一个显著的财务风险。货物运输过程中的支付延迟可能导致资

金周转不畅，对参与方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有效的应收账款管理和财务规划对于降低支付延迟的

风险至关重要。其次，汇率波动是中欧班列供应链面临的另一个财务风险。涉及不同国家货币的交易可

能受到汇率波动的影响，这可能导致资金转换成本的不确定性。最后，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28]是中欧班

列供应链面临的财务风险之一。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可能对融资条件和可用性产生直接影响。因此，供

应链需要密切关注市场趋势，制定应对不确定性的战略。政府政策和监管方面的不确定性也可能带来财

务风险。供应链需要密切关注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政策变化，确保运营活动符合相关的金融监管要求，

避免潜在的罚款和制裁。 

3.1.5. 信用风险 
在中欧班列供应链中，信用风险[29]是一个关键考虑因素，涉及到与供应链中不同方的合作关系。首

先，与供应商的信用风险直接关系到原材料的供应。供应商的支付延迟或违约可能对中欧班列的生产和

运营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建立稳固的供应商关系和定期的供应商评估非常重要。其次，金融机构作为中

欧班列供应链中的重要参与方[30]，其信用稳健性也需要得到特别关注。选择可靠的金融机构合作，并确

保与之建立的金融关系符合风险承受能力和战略目标。此外，建立完善的信用管理体系[31]，包括定期的

信用审查和监控，有助于及时发现潜在的信用问题并采取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政治和地缘政治风险也

可能对中欧班列的信用状况产生影响。因此，对中欧班列线路经过的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和法律环境进行

全面评估[32]，及时调整战略以适应潜在的不确定性，是管理信用风险的一项重要举措。 

3.2. 中欧班列供应链金融的风险评估 

3.2.1. 评估体系的构建原则 
要评估中欧班列的供应链金融风险，需制定完整的指标评估体系。本文拟通过德尔菲法(Delphi 

Method)和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选取指标，构建有针对性的供应链金融风险评估

体系。一般而言，应遵循以下原则：1) 定量与定性兼顾原则。2) 可获得性与可比性原则。3) 客观性原

则。4) 可操作性原则。 

3.2.2. 评估指标的筛选确定 
1) 构建思路 
中欧班列供应链金融风险评价体系构建思路如下： 
如图 1 所示，目标确定技术路线如下： 
第一步，通过综述文献与借鉴成功案例，初步确定指标体系 
第二步，通过德尔菲法和问卷调查法，确定指标体系。 
第三步，通过界定调查对象和问卷发放，收集权重数据。 
第四步，运用 AHP 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权重。 
第五步，根据各指标权重，最终确定指标体系。 
2) 目标分解 
中欧班列供应链金融风险主要为经济、竞争、运营、财务与信用风险，每部分指标的具体目标为： 
经济风险：衡量外部市场稳定情况、经济波动情况、汇率波动情况对中欧班列的影响。 
竞争风险：衡量市场竞争者的转型、知名度、实力等对中欧班列的影响。 
运营风险：衡量操作人员的素质、结算水平、操作流程等对中欧班列的影响。 
财务风险：衡量中欧班列的负债率、营业收入等财务指标对中欧班列的影响。 

https://doi.org/10.12677/fin.2024.142072


王煜，张小宁 
 

 

DOI: 10.12677/fin.2024.142072 678 金融 
 

 
Figure 1. Goal setting technology roadmap 
图 1. 目标确定技术路线图 

 
信用风险：衡量客户的信用状况与中欧班列自身的信用状况对中欧班列的影响。 
3) 指标选取 
案例分析：本文选取的案例是我国第一家通过 IPO 成功上市的第三方物流公司：顺丰物流。顺丰物

流在成立之初主要经营家电零售，后来发展为一家兼具 O2O 模式的企业。近几年来，顺丰物流依托数智

化技术，将数智化技术引入企业的生产经营，拼尽全力向“智慧零售”的方向转型，开展供应链金融业

务，建立了顺丰物流专有的融资公司。目前，顺丰物流已经完成了战略层面的引资，将供应链金融模块

从整体企业中独立出来，实现了供应链金融的单个运作。顺丰物流的供应链金融主要通过仓储、应收账

款的融资、客户信用贷款与订单融资。 
根据目标的分解，本文最终确定了评价体系中的 5 个一级、15 个二级和 44 个三级指标，供应链金

融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 

3.2.3. 评估体系的构建完成 
为确定表 1 中列示的各项指标的权重，本文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对第三轮专家意见进行了设计和

征集。之后再用调查问卷收集的数据确定权重。 
1) 确定一级指标的权重系数 
层次分析法需历经如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为为了建立优先关系矩阵，首先需要对各个层级的指标进行优化。 
第二步为构建模糊一致判断矩阵，并用矩阵比较不同层级之间的元素。假设不同层级的元素之间有

联系，则可以用模糊一致判断矩阵来表示这种联系。本文可先根据不同元素之间的相对重要程度，构建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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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Preliminary indicator selection table for risk management 
表 1. 风险管理初步指标选取表 

维度名称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经济风险 市场稳定情况 公司所在地就业情况 

公司所在地物价稳定情况 

经济发展速度 公司所在地国内生产总值(GDP) 

公司所在地消费者价格指数(CPI) 

公司所在地生产者价格指数(PPI) 

汇率波动情况 人民币汇率指数 

央行利率 

竞争风险 产业发展状况 客户集聚程度 

总产值构成 

竞争者实力 物流服务柔性度 

供应链一体化与数字化程度 

分销渠道数量和铺设情况 

运营风险 人员素质 操作人员学历 

操作人员业务能力 

操作人员结算水平 

操作流程 收付款及时性 

业务运行流畅度 

收益波动概况 

内部控制 供应链环境 

岗位设置是否合格 

信息传递通畅度 

监管反馈机制是否合格 

财务风险 偿债能力 
 

资产负债率 

现金比率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盈利能力 销售毛利率 

销售净利率 

净资产报酬率 

周转能力 应收账款周转率 

存货周转率 

应付账款周转率 

成长能力 营业收入增长率 

可持续增长率 

净利润增长率 

https://doi.org/10.12677/fin.2024.142072


王煜，张小宁 
 

 

DOI: 10.12677/fin.2024.142072 680 金融 
 

续表 

信用风险 融资企业信用状况 融资企业偿债能力 

融资企业交易对手信用状况 

融资企业交易对手偿债能力 

核心企业信用状况 核心企业信用评级 

核心企业信用政策 

核心企业诉讼情况 

质押物风险 质押物销售渠道稳定性 

质押物销售账期长短 

质押物是否购买商业保险 

仓储管理水平 

 
Table 2. Judgment matrix 
表 2. 判断矩阵 

A a1 a2 ... an 

a1 r11 r12 ... r1n 

a2 r21 r22 ... r2n 

... ... ... ... ... 

an rn1 rn2 ... rnn 

 
第三步为设置判定标度。人对事物的定性和区分能力，通常表现为五种品质：相等、稍强、较强、

非常、绝对，基于此，出于更加准确地阐述和对比每一个层级的不同指标之间的重要关系的目的，本文

将相对重要性程度赋值为 1 至 5，具体如表 3 所示。 
 

Table 3. Scale and scoring table for levels 
表 3. 等级的标度和打分表 

标度值 含义 

1 ai 和 aj 处在同一个重要性水平 

2 ai 比 aj 稍稍重要 

3 ai 的重要程度远在 aj 之上 

4 ai 比 aj 重要的多 

5 ai 比 aj 极端重要 

0.2, 0.25, 0.33, 0.5 反比较，若 ai 与 aj 相比得到指标 aij，则 ai 与 aj 相比得到的判断为 aji=1/aij 

 
第四步为构造两两比较判断矩阵，以 A 层与 B 层为例，A 层与 B 层建立矩阵 A-B，经济风险、竞争

风险、运行风险、财务风险和信用风险维度分别对应 B1 至 B5。本文选取 2 参与调查的 20 名人员中的其

中一名，以这名人员对 B1 至 B5 的打分状况为例，根使用 SPSS 软件，可以构建 A 层与 B 层的优先关系

矩阵，具体如表 4 所示： 

https://doi.org/10.12677/fin.2024.142072


王煜，张小宁 
 

 

DOI: 10.12677/fin.2024.142072 681 金融 
 

Table 4. Fuzzy consistent matrix 
表 4. 模糊一致矩阵 

 B1 B2 B3 B4 B5 

B1 1.000 0.500 0.250 0.250 0.250 

B2 2.000 1.000 0.250 0.333 0.250 

B3 4.000 4.000 1.000 0.500 0.500 

B4 4.000 3.000 2.000 1.000 0.500 

B5 4.000 4.000 2.000 2.000 1.000 
 

最后一步为判断矩阵的计算与求解，以表 4 为基础，本文需要分别求出最大特征根 maxλ 、与 maxλ 对

应的特征向量并归一化得排序相对权重向量和为避免主观判断出错而必须计算的计算出一致性指标 CI 
(计算公式如下)： 

maxCI
1

n
n

λ −
=

−
                                     (1) 

以表 4 为依据，求解计算过程如下： 

1 0.5 0.25 0.25 0.25
2 1 0.25 0.333 0.25

R 4 4 1 0.5 0.5
4 3 2 1 0.5
4 4 2 2 2

 
 
  =  
 
 
  

 

本文根据以上矩阵，分析得到特征向量为(0.313, 0.440, 1.091, 1.315, 1.840)，向量中五项指标对应的

权重值分别是 6.267%、8.808%、21.819%、26.304%、36.802%。之后，依据表 5 进行一致性检验： 
 

Table 5. AHP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results 
表 5. AHP 层次分析结果 

维度 特征向量 权重值 最大特征值 CI 值 

B1 0.313 6.267% 

5.190 0.048 

B2 0.440 8.808% 

B3 1.091 21.819% 

B4 1.315 26.304% 

B5 1.840 36.802% 
 

本文查询表 6 可得到随机一致性 RI 值为 1.120，用于后文的一致性检验 
 

Table 6. Random Consistency RI Table 
表 6. 随机一致性 RI 表格 

n 阶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RI 值 0.52 0.89 1.12 1.26 1.36 1.41 1.46 1.49 1.52 1.54 1.56 1.58 1.59 1.5943 

n 阶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RI 值 1.606 1.613 1.621 1.629 1.636 1.640 1.646 1.649 1.656 1.659 1.663 1.667 1.669 1.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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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了 CI 和 RI 后，需要计算一致性率，一致性率为： 

CICR
RI

=                                        (2) 

 
Table 7. Summary of consistency test results 
表 7. 一致性检验结果汇总 

最大特征根 CI 值 RI 值 CR 值 一致性检验结果 

5.190 0.048 1.120 0.043 通过 

 
如表 7 所示，本次计算的 CR 值为 0.043，小于 0.1，故可认为本次选取指标通过一致性检验，也即，

根据以上问卷确定的权重是有效的。 
本文对上述的步骤进行重复，计算出 19 位其他的专家对于剩余的四个一级指标的打分值，运用 SPSS

算出其算术平均值，得到 5 个维度的权重系数，如表 8 所示： 
 

Table 8. Weight coefficient of primary indicators 
表 8. 一级指标权重系数 

一级指标 经济风险 竞争风险 运营风险 财务风险 信用风险 

权重系数 0.063 0.088 0.294 0.224 0.331 

 
由表 8 分析可知，五维风险中以信用风险权重最大，为 0.331，运营风险次之，为 0.294，财务风险

再次之，为 0.224，经济风险和竞争风险较小，这与本文预期相符。 
2) 确定二级指标的权重系数 
本文运用同样的方法，根据公式(1)和公式(2)，运用 SPSS 软件，重复以上过程，得到表 9。 

 
Table 9. Table of weight coefficients for secondary indicators 
表 9. 二级指标权重系数表 

二级指标(B 层) 三级指标(C 层) 权重 

经济风险 

市场稳定情况 0.274 

经济发展速度 0.341 

汇率波动情况 0.385 

竞争风险 
产业发展状况 0.438 

竞争者实力 0.562 

运营风险 

人员素质 0.257 

操作流程 0.368 

内部控制 0.375 

财务风险 

偿债能力 0.225 

盈利能力 0.271 

周转能力 0.283 

成长能力 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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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信用风险 

融资企业信用状况 0.385 

核心企业信用状况 0.402 

质押物风险 0.213 

 
3) 确定三级指标的权重系数 
与上述过程相同，本文在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之间建立风险关系矩阵，对上一个层级的指标进行调

整，得出最终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如表 10 所示。 
 

Table 10. Risk assessment system for supply chain finance of China Europe freight trains 
表 10. 中欧班列供应链金融风险评估体系 

二级指标 
(B 层) 权重 三级指标 

(C 层) 权重 四级指标 
(D 层) 权重 综合权重 排序 

经济风险 0.063 市场稳定情况 0.274 公司所在地就业情况 0.485 0.0084 41 

公司所在地物价稳定情况 0.515 0.0089 40 

经济发展速度 0.341 公司所在地国内生产总值(GDP) 0.313 0.0067 44 

公司所在地消费者价格指数(CPI) 0.374 0.0080 42 

公司所在地生产者价格指数(PPI) 0.313 0.0067 43 

汇率波动情况 0.385 人民币汇率指数 0.514 0.0125 34 

央行利率 0.486 0.0118 38 

竞争风险 0.088 产业发展状况 0.438 客户集聚程度 0.677 0.0261 16 

总产值构成 0.323 0.0124 35 

竞争者实力 0.562 物流服务柔性度 0.358 0.0177 27 

供应链一体化与数字化程度 0.249 0.0123 36 

分销渠道数量和铺设情况 0.393 0.0194 24 

运营风险 
 

0.294 
 

人员素质 0.257 操作人员学历 0.265 0.0200 21 

操作人员业务能力 0.393 0.0297 11 

操作人员结算水平 0.342 0.0258 17 

操作流程 0.368 收付款及时性 0.288 0.0312 9 

业务运行流畅度 0.347 0.0375 7 

收益波动概况 0.365 0.0395 6 

内部控制 0.375 供应链环境 0.255 0.0281 15 

岗位设置是否合格 0.264 0.0291 12 

信息传递通畅度 0.277 0.0305 10 

内部控制 0.375 监管反馈机制是否合格 0.204 0.0225 18 

财务风险 0.224 偿债能力 0.225 资产负债率 0.577 0.0291 13 

现金比率 0.242 0.0122 37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0.181 0.0091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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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盈利能力 0.271 销售毛利率 0.333 0.0202 20 

销售净利率 0.351 0.0213 19 

净资产报酬率 0.316 0.0192 25 

周转能力 0.283 应收账款周转率 0.446 0.0283 14 

存货周转率 0.312 0.0198 23 

应付账款周转率 0.242 0.0153 33 

成长能力 0.221 营业收入增长率 0.354 0.0175 28 

可持续增长率 0.322 0.0159 31 

净利润增长率 0.324 0.0160 30 

信用风险 0.331 融资企业信用状况 0.385 融资企业偿债能力 0.383 0.0488 1 

融资企业交易对手信用状况 0.331 0.0422 5 

融资企业交易对手偿债能力 0.286 0.0364 8 

核心企业信用状况 0.402 核心企业信用评级 0.356 0.0474 2 

核心企业信用政策 0.321 0.0427 4 

核心企业诉讼情况 0.323 0.0430 3 

质押物风险 0.213 质押物销售渠道稳定性 0.231 0.0163 29 

质押物销售账期长短 0.221 0.0156 32 

质押物是否购买商业保险 0.267 0.0188 26 

仓储管理水平 0.281 0.0198 22 

4. 中欧班列供应链金融风险的分析与应对策略 

4.1. 中欧班列供应链金融风险问题分析 

本文在完成了对中欧班列的评价指标体系的选取后，着手对中欧班列的供应链风险管理指标的重要

性进行排序，完成中欧班列供应链金融风险的指标体系构建，结果如下表 11。 
 

Table 11. Key indicators in the risk assessment systems 
表 11. 风险评估体系中的重点指标 

四级指标(D 层) 所属风险 综合权重 排序 

融资企业偿债能力 信用风险 0.0488 1 

核心企业信用评级 信用风险 0.0474 2 

核心企业诉讼情况 信用风险 0.0430 3 

核心企业信用政策 信用风险 0.0427 4 

融资企业交易对手信用状况 信用风险 0.0422 5 

收益波动概况 运营风险 0.0395 6 

业务运行流畅度 运营风险 0.0375 7 

融资企业交易对手偿债能力 信用风险 0.036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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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收付款及时性 运营风险 0.0312 9 

信息传递通畅度 运营风险 0.0305 10 

操作人员业务能力 运营风险 0.0297 11 

岗位设置是否合格 运营风险 0.0291 12 

资产负债率 财务风险 0.0291 13 

应收账款周转率 财务风险 0.0283 14 

供应链环境 运营风险 0.0281 15 

 
综上，本文根据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制定的中欧班列供应链金融风险体系显示：供应链金融公司

最重视信用风险、其次是运营风险、再次是财务风险，财务风险中主要关心核心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和应

收账款周转率，经济风险和竞争风险则主要作为参考因素。这与供应链金融现状相符，也能更科学的说

明中欧班列存在的问题。之后本文走访了中欧班列的风险管理部门，逐项分析了中欧班列供应链风险管

理所存在的问题。 

4.2. 中欧班列供应链金融风险管控优化 

4.2.1. 信用风险管控优化 
1) 健全完善相应的授信评价体系，评价融资企业的信用状况 
对于中欧班列而言，中欧班列的供应链金融模式与其他模式不同，“息差”业务具有其独特的复杂

性，在考评信用时，需要根据融资业务的不同特性，对信用评价的优化等级进行调整，从而保证评价指

标的科学与合理。对融资企业进行信用风险的考核评价时，需要根据不同的内容，进行差异化的区分。 
2) 健全征信考评管理系统，考评自身及客户征信 
除融资企业外，对于核心企业，即中欧班列的信用状况也需重点关注。中欧班列需着重关注自身是

处于怎样的信用评级状态中，核心企业的诉讼情况是怎么样的，以及自身企业采用什么样的信用政策这

就需要中欧班列建立信考评管理系统，考评自身及客户征信。 
3) 建设相互交流的信息化平台，促进供应链各主体的相互交流 
为使供应链金融业务更加顺利的开展，也应当加强供应链上各个企业的合作共享和相互监督。具体

而言，需要中欧班列打通供应链上下游，建立覆盖全局的信息化平台，促进供应链上下游的信息流通和

各个主体之间的相互交流。 

4.2.2. 运营风险管控优化 
1) 完善供应链环境，建立健全中欧班列内部控制体系 
中欧班列应当完善整个供应链环境，建立健全中欧班列的内部控制体系，从环境基调层面完善整个

供应链体系的运行。对于控制环境，中欧班列需要提升整体的内部控制意识，通过培训提升单位总体对

内部控制的重视程度，提高中欧班列供应链活动的透明度和规范性；对于控制活动，中欧班列需要关注

收付款及时性、信息传递流畅度和业务运行流畅度等，通过设置信息管理平台监控整个单位内部控制的

运行，并且对单位内部的岗位设置情况、权责分布情况、授权监督情况等进行详细调查，发现不相容职

务没有分离时，要及时地进行纠错监督。 
2) 完善人才培训的体系方法，提高专业人员的业务能力 
中欧班列排行第八的指标为操作人员的业务能力，这说明中欧班列需要建立健全的人才招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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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招聘重点转向供应链、金融、计算机领域的专门人才的招聘。同时，还需要完善专业技能的培训机制

没，定期开展有关供应链、金融、计算机等专业知识的培训，提升公司所有员工的技术应用水平。 
3) 完善企业监督体系，注重供应链环境的网络安全 
要控制供应链金融风险，就需要对中欧班列整个供应链操作流程进行监督。中欧班列需要监管的方

面包括：合同的签订、履约，系统的运行，操作的流畅性和反馈等。方法包括：可以建立线上操作平台，

对金融机构及融资业务涉及的各项信息进行收集，尤其要关注企业融资人员涉及的信息，操作的规范过

程也应予以相关的监督反馈。 

4.2.3. 财务风险管控优化 
1) 降低资产负债率优化负债结构 
公司首先要做的即控制资产负债率，优化负债融资结构，可以采用的方法包括但不限于：使用财务

风险较低的股权融资或可转换债券等混合型筹资；科学评估公司的偿债能力，根据公司的负债比率适当

降低负债的比重，尤其是降低利息较高的同业拆借币种；聘请专业人员，使用期权、远期合同等专门化

的金融合同，优化融资结构；尽可能地开辟融资渠道，用投资反哺融资，增强公司的“造血”和“输血”

能力等。 
2) 提升应收账款周转率完善周转能力 
公司可以通过提升“息差”中对应收账款的资金管控，尤其是对结算和代垫费用的审核管控；加大

对应收账款的信用管理，尤其是对应收账款的收款管理，加大收款力度，方便中欧班列进行融资；同时，

还可以从增强应付账款周转和总资产周转的角度，为提高应收账款周转率一起努力。 

4.2.4. 竞争风险管控优化 
选择与重点行业开展合作，避免行业集聚的负面效应。中欧班列相关企业需要对所选择的合作行业

进行选择，选择一些运作良好的资金密集型企业，或者收到国家扶持的高新企业进行合作。这些企业受

到国家的扶持，具有良好的特征，与之合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因企业经营出现问题带来的风险。因

此，中欧班列可以选择重点行业进行合作，与重点行业开展合作，避免行业集聚的负面效应。 

4.2.5. 经济风险管控优化 
1) 明晰化合同的权责，确保供应链金融业务开展的合规性 
在开展合作时，物流企业应当组建专业化的法律团队，及时对各种政策、法规等进行了解，避免因

为不了解政策法规出现纠纷，也避免因为影响扩大造成企业在运作层面的各类问题。 
2) 收集市场信息分析行业变化，及时监控并调整发展战略 
中欧班列相关企业在供应链中拥有的最大优势，就是对于信息的掌控，可以掌控供应链全过程的信

息，包括供应链上游各个企业是如何订货和发货的，也包括供应链下游的数据是如何销售的、库存是如

何进行的，交易价格是怎么样的。所以，第三方物流应当充分发挥在信息收集层面的优势，对市场变化

等情况进行广泛的，持久的收集，及时监控市场发展状况，根据市场发展状况调整自身的发展战略，并

进行及时有效的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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