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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Internet+” impact on the traditional financial industry, uses the core 
enterprise as the key link of supply chain finance, and integrates of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enterprises and other economic and financial relations, with additional factors injecting into the 
supply chain. Then, we use “points (core enterprise)-line (the main supply chain)-surface (supply 
chain finance cloud ecosystem)”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interaction of the whole supply chain fi-
nancial cloud ecosystem based on Internet+, and finally put forward some reasonable sugges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re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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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互联网+”对传统金融行业的影响入手，以核心企业为着眼点，将核心企业作为供应链金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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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环节，并融入上下游企业及其经济金融关系，将其他注入因素融入到供应链的附加环节中，从而以

“点(核心企业)–线(主体供应链)–面(供应链金融云生态圈)”分析“互联网+”背景下整体供应链金融

云生态圈的相互作用，并对核心企业的发展提出合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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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互联网+”与供应链金融 

供应链金融作为金融领域的一个独立概念在 2003 年被正式提出，它以帮助融资难的中小企业缓解资

金困难为目的，在中国也获得了长足发展。供应链金融的服务模式在于立足于供应链核心企业，搜集供

应链上下游企业信息，从而帮助银行防范、控制金融风险的同时也降低了银行贷款成本，核心企业利用

集团化授信方式，提供供应链范围内中小企业融资，从而推动供应链企业作为一个“集团式”企业共同

得到发展。历经十余年发展，相关数据表明供应链金融资本，目前已有人民币 10 万亿的规模，而这一数

据在 2030 年可以达到人民币 20 万亿。但是，发展到今天，供应链金融遭遇了下一步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21 世纪是互联网时代，互联网科技带来了社交网络、大数据、搜索引擎、云计算，同时，也带来了移动

支付、P2P (P2B)网络借贷、众筹融资、金融机构网络服务平台、互联网基金销售等互联网金融模式。而

具备操作方便等优势的互联网金融又催生人们理财需求，金融领域运作模式大变革势在必行。借互联网

发展大势而生的互联网金融，在金融领域作为一种新业态，与供应链金融结合在一起，由此又衍生出“互

联网供应链金融”这一“互联网+”时代的新概念。 

2. “互联网+”视角下的供应链金融模式和国内实践 

(一) 供应链金融 1.0：传统模式 
供应链金融的发展历史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企业征信信息逐步完善的过程。我国供应链金融起步较

晚，最早由深发展银行于 1998 年在广东地区首创货物质押业务；2002 年深发展最早系统性提出并推广

供应链金融理念；2005 年深发展成为第一家提出建设最专业的供应链金融服务商。供应链由三个参与方

组成，分别是核心企业、上下游中小企业和金融机构。最开始的供应链金敲模式“1 + N”中，金融机构

主要是指银行，根据核心企业“1”的信用支撑，通过对“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把控，完成

对中小企业“N”的融资授信支持[1]。此时的供应链金融主要在线下早期银行为了扩大贷款规模都推出

过各自的供应链金融业务，如中国银行的“融货达”、“融信达”、“TSU”、“供应商融资项目”，

兴业银行“金芝麻”供应链金融服务等。 
(二) 供应链金融 2.0：初步实现四流合一 
互联网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供应链金融的发展，互联网将传统的线下供应链金融业务搬到了线上。

核心企业的数据可以在线上和银行进行对接，让银行随时能获取核记企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仓储、付

款等各种真实的经营信息。2012 年平安银行发布了其供应链金融 2.0 版本，即银行利用互联网与信息技

术提供线上的供应链金融业务。相较于线下，线上供应链金融能够高效率地完成多方在线协同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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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此时仍然是以银行融资为核心。 
(三) 供应链金融 3.0：去中心平台化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本身由中心化发展到去中心化。过去的互联网时代以局域网和内部网为

主，具备封闭性，边缘清晰。其中心是企业，只有银行等大型金融的客户才用得起。而新时代的互联网中，

信息技术开始去中心化和中介化。智能终端的普及化突破了金融服务的垄断性和封闭性。以对等互联作为基

础，到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等更复杂的交互结构被创造，分布式网络结构和交易结构产生如图 1 所示。 
相比于过去银行自己直接放贷给供应链上下游中小企业，和这些中小企业是直接的甲乙方关系，而

如今互联网提供了第三方信息服务平台引进了更多的资金提供方，这时候的金融机构不只是银行，也可

能是小贷么司，甚至可以是个人投资者(如 P2P 形式)。这种结构是去中心化的，符合互联网技术本身发

展的规律。同时中小企业的订单、运单、收单和融资等经营性行为都在这个平台上汇集，“商流、物流、

资金流和信息流”统一集合在一个平台上形成大数据。过去的围绕核心大企业的“1 + N”模式拓展成了

围绕中小企业自身交易的“N + N”模式[2]。 

3. “互联网+”重新定义供应链金融云生态圈 

除了在技术方面从总体上提升产业效率之外，互联网还从一下几个方面重新定义了供应链金融模式。 
(一) 动态强化中小企业交易透明度 
征信是互联网金融的基础设施。美国 FICO 征信评分体系己经较为成熟，而我国信用卡覆盖人群比

例较低，征信体系相对落后。传统的供应链融资模式中核心企业为上下游中小企业提供担保，而在互联

网技术时代，中小企业的交易和资金流水都可以被记录，中小企业的信用能够从大数据中挖掘，信息更

透明。原来的票据和数据等变成了数据流，资金流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此时，考察中小企业的信用的并

非简单的担化或者静态的财务报表，而是其整个动态交易过程。 
(二) 行业存量增长带来互联网内部驱动力 
产业互联网平台成为供应链金融的“核心企业”，其面对的是整个行业而非单个核心企业。以互联

网平台为核心的模式能够集结更多上下游企业，信息的共享使得应收账款等动产的质押更加可行，应收

账款质押占比增大。截至 2016 年末，我国企业应收账款、存货及预付账款规模接近 100 万亿，如果互联

网使得应收账款质押占比提高１个百分点，那么整个行业就会提高万亿级别的规模。 
 

 
注：路径①为供应链金融 1.0，路径②为供应链金融 2.0，路径③为供应链金融 3.0。 

Figure 1. Evolution of supply chain finance mode based on Internet+ 
图 1. “互联网+”背景下供应链金融模式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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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推动构建互联网供应链金融生态圈 
供应链金融与互联网技术的结合，改变了原有的“银行 + 企业”业务模式，使得“核心企业 + 金

融机构 + 上下游企业”的价值链生态圈模式的构建成为可能。利益相关者数量的增加使得业务流程更加

复杂，对信息共享的要求也更高。互联网作为技术手段使得网状供应链金融业务的实现成为可能。 
在云时代，由于其网络结构呈现出平台化、高度关联化的特征，因而管理流程也呈现出既高度复杂

又互动化的特点如图 2 所示。核心企业需要进行横向价值链流程、纵向价值链流程以及空间价值链流程

的全方位流程管理[3]。横向价值链是所有在一组相互平行的纵向价值链上处于同等地位的企业间的内在

有机联系，横向价值链如果能够有机集聚，就会形成良好的产业内部分工，形成有序集群。纵向价值链

将企业、供应商和顾客都分别视作一个整体，它们之间通过上述的各种联系构成一种链条关系，这种链

条关系可以向上延伸至原材料的最初生产者或供应者，也可以向下延伸到产品的最终用户，纵向强化上

下游之间的协同和互动。 

4. “互联网+”背景下供应链金融生态圈的国内范例 

(一) “P2P+供应链金融” 
“P2P+供应链金融”模式，将广大个人投资者的投资需求与有存货融资需求的企业对接起来，供应

链上核心企业作为战略合作方，通过对供应链上信息的全程监管来降低了当前 P2P 信贷业务中对贷方经

营情况无监管的高风险问题，其中“P2P+先票后货标准模式”业务流程如图 3 所示[4]：① 经销商在 P2P
机构授予的额度内向 P2P 机构申请开立承兑汇票；② 社会投资者将资金转入 P2P 机构帐户；③ P2P 机

构将货款交给供应链上的核心企业；④ 核心企业将发货详单发送给 P2P 机构；⑤ 核心企业将货物发送 
 

 
Figure 2. Supply chain finance cloud ecosystem based on Internet+ 
图 2. “互联网+”背景下供应链金融云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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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经销商仓库；⑥ 物流公司安排监管员到经销商仓库进行监管；⑦ 经销商向银行存入部分赎货保证金；

⑧ P2P 机构向物流公司下达放货指示；⑨ 物流公司通知监管人员放货。 
而“P2P+先货后票的标准模式”业务流程如图 4所示[5]：① 经销商与核心企业签署买卖合同；② 经

销商向 P2P 机构存入部分保证金；③ 社会投资者将资金授予 P2P 机构；④ P2P 机构根据经销商的额度

向核心企业支付货款；⑤ 经销商向 P2P 机构将剩余保证金补齐；⑥ P2P 机构通知核心企业向经销商发

货；⑦ 核心企业向经销商发货；⑧ 经销商在规定期限内向 P2P 机构还清贷款；⑨ P2P 机构向投资者回

款，完成投资。 
(二) 电商供应链金融 
目前，部分大型商业银行也在跨界，向供应链的商流、信息流延伸，尝试自建或者与第三方电子商

务平台合作开展线上供应链金融，业界实践涉及的具体模式集中在图 5 和图 6 中黑色五角星标记部分。

同时，发展基于自营 B2B 和 B2C 两种类型平台的供应链融资业务，为个人消费者、企业用户提供基于网

络贸易的资金融通服务及行业供应链金融解决方案，其余商业银行推出的电子商城大都基于信用卡业务，

为个人消费者提供以分期付款购物为主的消费者订单融资类服务。 
“基于第三方电商平台的银行供应链金融”业务模式在实践发展中也异常活跃，其中“基于第三方 

 

 
Figure 3. Standard mode of first ticket after shipment 
under P2P+ 
图 3. P2P+先票后货标准模式 

 

 
Figure 4. Standard mode of first shipment after ticket 
under P2P+ 
图 4. P2P+先货后票的标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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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Banking supply chain finance accounts payable network factoring 
financing process based on B2B 
图 5. 基于自营 B2B 电商平台的银行供应链金融应收账款网络保理融资

流程 
 

 
Figure 6. Banking supply chain finance customers order fi-
nancing process based on B2C 
图 6. 基于自营 B2C 电商平台的银行供应链金融消费者订

单融资流程 
 

B2B 电商平台的银行供应链金融”模式以建设银行与金银岛、敦煌网等第三方 B2B 电商联合推出的“e
单通”、“e 保通”等为代表。“基于第三方 B2C 电商平台的银行供应链金融”模式一般为商业银行与

第三方商城式 B2C 电商企业合作，为商城的供应商提供应收账款保理融资、电子仓单质押融资等服务，

比如中国银行与京东商城合作推出的京东供应商应收账款融资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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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可能性建议 

(一) 提升以供应链金融 4.0 为重心的业务整合能力 
供应链金融 4.0 具体表现为“四流合一”(物流、信息流、商流和资金流)，要求供应链核心企业掌握

客户有效信息并开展线上即时整合，使之形成基础大数据中的动态经营数据，开展对贷款企业的实时动

态管理以此来降低供应链金融风险。因此，这就需要对现有的投资进行综合考虑全面整合，把供应链金

融视为企业发展重心之一，引入先进的大数据信息技术和云计算等等，通过前期技术投资和管理强化等，

把线下数据(四流数据)整合到线上来，开展对大数据的云处理，引入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兴的科学计

算形态助力大数据在供应链金融平台上有效发挥影响力，成就产融结合的“供应链金融生态系统大平

台”，从而供应链在其发展中不再单向流动而是促使多方共赢，而以物流起家的瑞茂通也将通过发展供

应链金融达成的“四流合一”全面推进企业现有的所有业务趋于同步发展，达成企业全方位利润提升的

目的。 
(二) 实现“四流”线上合一 
供应链金融 4.0 时代，运营供应链金融的企业将通过四流合一来达成企业资源优化配置、运营成本

和金融风险同步降低目标。在这一过程中，“四流合一”是前提也是基础，对于企业的长远发展战略来

说，引入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科技，对四流进行合一，这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而通过四流合一，又为发

展互联网金融 4.0 奠定前提条件和坚实基础。所以，目前企业应该有明确的业务前瞻眼光，达成供应链

3.0 之后，加速引入大数据分析和云计算等先进技术，把线下的业务在往线上整合过程中，提取业务发展

的相关数据，通过打造诚信经营指标体系、征信管理指标体系等等，对之进行系统性管理和科学评测等

等，从而成就“四流”的线上合一，为最终成就供应链金融 4.0 提供数据科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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