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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in credit management of commercial 
banks, this paper takes bank A, which is more advanced in blockchai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in bank credit manage-
ment. The study found that Bank A has successively adop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receivable 
chain platform since 2016; the development of ABN (asset-backed notes) application scenarios; 
the exploration of “block chain + medical industry supply chain” and other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redit services to enterprises , and it has realized the practice and innovation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in the credit management business of commercial banks, however, some 
problems were found, and on this basis,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such as the need to intensi-
fy research on blockchain technology, strengthen the reserve of hybrid talents for blockchain 
technology, and improve the supervision methods of relevant depar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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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研究区块链技术在商业银行信贷管理中的应用情况，本文以区块链技术应用较为先进的A银行为例，

探索了区块链技术在银行信贷管理中的具体应用。研究发现：A银行自2016年起陆续通过建立应收款链

平台；开发ABN (资产支持票据)应用场景；探索“区块链+医疗行业供应链”等举措，提升了对企业的

信贷服务效率，实现了区块链技术在商业银行信贷管理业务中的实践与创新，但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在

此基础上提出需要加大对区块链技术的研究力度、加强区块链技术复合型人才的储备、完善相关部门监

管手段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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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08 年数字货币的问世使得作为底层技术支持的区块链被人们广泛认知，其去中心化、去信任化

的技术特点在全球市场上受到广泛关注，应用范畴也从最初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阶段(区块链 1.0)
发展到以智能合约为代表的公链/联盟链阶段(区块链 2.0)再发展到“区块链+行业”的阶段(区块链 3.0)。 

2016 年在国家政策、技术创新以及市场拓展的共同驱动下，我国银行业开始致力研究布局区块链，

并围绕主要业务场景展开，比如：打造“区块链+供应链金融”、“区块链+贸易融资”模式，构建跨境

金融区块链服务平台，逐步落地运用电子存证等。尤其是在商业银行信贷管理业务中，有效解决了征信

系统数据存在的不准确、时滞性、可追溯性差等问题，优化信贷管理流程，创新信贷管理模式，实现业

务效率的提升，为商业银行信贷管理业务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因此，本文选择区块链运用较为成

熟的 A 银行进行分析。 

2. 区块链的基本概念及主要特点 

(一) 区块链的概念 
区块链是把加密数据按时间顺序进行叠加生成不可逆向修改的永久记录，是一种通过计算机加密技

术形成的信用凭证，是分布式数据存储、点对点传输、共识机制、加密算法等计算机技术在互联网时代

的创新应用模式。 
(二) 区块链的主要特点 
1、去中心化 
区块链在数据的记录、存储和运输过程中，利用数学方法在分布式节点间构建信任关系，凭借分布

式的记账体系，发挥全网节点共同维护的作用，弱化或取代中心化的处理机器和管理机构。 
2、透明性 
区块链系统的数据更新、数据操作在透明状态下进行，不需要第三方中介机构，系统严格遵守开放

规则，数据的记录和运行均受到全网节点的监督，数据的来龙去脉均可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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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据不可篡改，安全可信 
区块链数据应用非对称的密码学原理，借助分布式系统的共识算法，使得区块链上的数据具有极高

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3. 区块链在商业银行信贷管理中的运用 

(一) 利用区块链技术形成新的信用机制 
对于商业银行而言，信用在其信贷管理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目前，商业银行的数据信息存

在更新速度慢、覆盖范围不广、精准度不够、可追溯性和安全性差等缺点，而基于区块链的新信用机制

为有效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基于区块链的可追溯性，以及去中心化和信息不可篡改等特点，商业银行可以通过构建新的信息机

制，有效解决传统征信系统存在的问题，从而降低信息获取成本、提高银行信贷管理效率。 
其次，商业银行可以以加密的形式存储和共享客户的信用信息，基于区块链的信息机制，利用参与

节点查询到任意一笔交易记录，打破传统征信模式的信息“孤岛”现象。 
再次，商业银行还可以基于区块链的信息机制建立动态信用评级，随时掌握借款人的动态变化，同

时追踪贷款去向。 
(二) 优化信贷管理流程 
商业银行信贷管理分为贷前调查、贷中审查、贷后管理三部分(见图 1)，真实、可靠、及时、全面的

客户信息是贷款的三个环节管理的关键。 
 

 
Figure 1. Commercial bank credit business process 
图 1. 商业银行信贷业务流程 

 

区块链技术在商业银行信贷管理的三个阶段中都能发挥作用以降低运营成本和信贷风险[1]。贷前调

查环节，商业银行利用分布式数据库分析客户的信用状况；贷中审查环节，由于区块链技术具有可追溯

性，商业银行可辨别查证客户担保物的真伪，是否存在多头贷款，并且实时监控抵押品的转移；贷后管

理环节，利用分布式节点共识算法生成和更新数据，确保数据的实时性，从而控制相关风险(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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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application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in bank credit management 
图 2. 区块链技术在银行信贷管理中的应用 

 
(三) 创新信贷模式 
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出现，智能合约作为未来互联网合约的重要研究方向，得以快速发展。智能合约

在制定中，可预先设定合约代码，满足条件时触发机制执行。客户在网上填写贷款申请，商业银行借助

“区块链+大数据”进行审贷，判断借款者资产、信用状况，若符合条件，则触发智能合约。在信用评级

阶段，按评级模型进行自动评级和风险定价，根据结果确定贷款金额，然后通过智能合约自动执行链上

支付。在贷后管理环节，因为在区块上已记录贷款的用途和流向，一旦发生客户违约的此类现象，智能

合约将被触发，终止借贷。 

4. 区块链技术在 A 银行信贷管理中的创新运用 

(一) A 银行信贷管理中应用区块链技术的背景 
2004 年 8 月，作为一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A 银行在浙江杭州设立总部并正式宣布开业。截至

2019 年年底，A 银行实现了快速扩张，在全国 19 个省(直辖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共设立了分支机构两百

多家，形成了对长三角、环渤海、珠三角以及部分中西部地区的全面高效覆盖。与此同时，A 银行的期

末总资产达到了 1.80 万亿元，其中发放贷款及垫付不良资产合计 1.03 万亿元；期末总负债 1.67 万亿元；

不良贷款率和拨备覆盖率分别为 1.37%、220.80%，资本充足率及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 14.24%、

9.64%。 
2016 年年初，在区块链技术刚刚兴起之际，A 银行便着手于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

先进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实现金融科技与业务的深度融合，强化金融创新管理，引领数字化转型，实现

技术、服务、能力的输出。2017 年，A 银行与外部科技公司合作，在业内首创“应收款链平台”，盘活

供应链上下游应收应付款，从而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同年，推出首个供应链商用平台。2018 年相继开

发仓单通、订单通等应用场景。2019 年，A 银行开发的“区块链密钥管理系统及方法”，获得国家知识

产权局发明专利。自 2019 年《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实施以来，先后推出个人理财交易平台、同业

资产交易平台等，结合大数据、区块链等金融科技，不断创新，构建“科技+金融+行业+客户”综合服务

平台，形成符合金融行业特点且具有自主产权的区块链技术产品，填补了通用型区块链产品在金融行业

应用的不足，实现了区块链技术在各个业务层面的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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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A 银行信贷管理中应用区块链技术的具体产品介绍 
1、首创应收款链平台，创新融资渠道 
2017 年，A 银行抓住机遇，着眼于对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成为行业内第一个将应收账款打造为“区

块链应收款”的商业银行，用于向上游企业进行偿付或自身融资，在提高贷中审查环节效率的同时能够

实时监控债权凭证的去向；在贷后管理方面，也能够控制相关风险。核心企业能够在不增加贷款压力的

情况下获得融资支持，其签发的债券凭证可以在供应链上逐级流转，有助于构建健康稳定的生态圈；对

中小企业而言，不仅可以将债权凭证分拆流转，还可以随时转让给银行进行融资，为供应链上多方参与

者拓展融资渠道，实现商业信用在整个供应链上的逐级流转及共享。 
截止到 2019 年年底，A 银行成功创建应收款链平台共两千四百多个，较去年同期增长 76.81%，辐

射客户 17,673 家；总计保兑金额达 961 亿，较上年末增长 46.28%。 
2、“区块链+ABN”，引流债市资金 
从 2018 年开始，A 银行宣布发行 ABN (资产支持票据)，借助区块链技术，将应收款链平台证券化，

形成中国首个区块链收款 ABN。企业持有 A 银行的应收款，以 A 银行为中介，委托给信托公司，以此

设立 ABN 层面的信托，受托人将其作为载体发行 ABN，在取得该票据的同时，投资者便会获得相应的

信托受益权。这种创新运用，极大降低了企业的发行成本，打通了实体经济企业与金融市场的通道，将

债市资金导流至供应链上下游中小企业，实现对实体经济企业的有效支持[2]。通过 ABN 能够实现对信

托受益权人地实时追踪，降低了流动资产发生坏账的可能性，有利于贷后管理。 
截至 2019 年底，A 银行累计发行企业 ABN 共 12 期，合计 59.85 亿元，为数百家实体企业数提供服

务。 
3、携手打造医疗健康平台，助力行业发展 
医药流通行业资金垫付多、应收账款多等问题，是限制整个医药产业链发展的沉重负担。2019 年 11

月，A 银行与某医药企业联合打造全国领先的区块链医疗健康服务平台上线，收集、传递、并发掘产业

链各主体的融资需求，与融资需要并行提供底层真实业务数据，通过风险管理和信用注入，将融资需求

和风控数据更直接的传导到资金方，确保传统模式下 3 个月或者更久的支付账期能够在三个月内、甚至

更短的时间完成，既保证了上游厂家资金的及时回流，也大大减轻了医药企业的支付压力；对 A 银行而

言，利用该平台在贷中和贷后都能够实现资金的精准定位与风险管控，减少账款回收期。 
截至 2019 年第三季度，与 A 银行共同打造的区块链医疗健康服务平台，为该医药企业实现三季度

净流入超 20 亿元，大幅改善了企业经营性现金流入，帮助医药流通企业实现新的商业模式、助力医疗服

务行业生态圈的优化升级。 
(三) 创新应用实施效果 
A 银行对区块链技术的创新应用，使企业的信贷服务效率有了极大地提高，从根本上帮助中小企业

走出了资金困境。 
A 银行自 2017 年陆续构建“区块链+供应链”、“区块链+医疗行业供应链”商用平台，为中小企业

提供增信渠道，缩短了贷款流程与账款回收期，使得企业融资成本下降，解决了中小企业融资难、银行

风控难等问题，有助于提高其市场竞争力。对于银行而言，那些获得核心企业背书的成员，绝大多数是

风险相对较小的优质潜在客户，银行可以借此以较低的成本吸收这些潜在客户；对于核心企业来说，将

银行授信未使用部分转移给其他企业，可以获得可观合规的财务收益，促进企业之间相互协作，增加黏

性，实现银行及供应链中所有企业的多方共赢。此外，运用区块链技术实现跨界合作，创新医药行业供

应链金融的新型模式大幅改善了医药企业经营性现金流入，助力医疗健康行业高质量发展，也大幅提升

A 银行信贷服务效率。总体看来，A 银行利用区块链技术积极拓展应用场景，扩大覆盖面，突破当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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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范围，逐步实现业务转型升级。 

5. 区块链技术给 A 银行带来的挑战 

(一) 可能弱化银行的角色 
区块链技术对于数据集中存储访问的方式以及去中心化的特点，可能会弱化 A 银行在传统意义上担

任信用中介和支付中介的角色，由于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进出区块链系统，企业也可以自行进行投融资活

动，特定的债权债务关系由于单一区块中哈希值的存在，一旦任何一方不守信用都会产生巨大代价，这

种隐形的“强制履约”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银行的支付功能受到挑战。由于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职能是在

信用中介职能和支付中介职能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银行的信用中介和支付中介功能一旦受到挑战，那

么银行信用创造功能也将失去[3]。 
(二) 可能面临更高的技术成本 
目前，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特点，A 银行采用节点无差别记录和存储全账户历史数据的方式，这往往

会增加记录数据的成本，对于 A 银行区块容量和存储效率来说是个极大的挑战，在技术整合方面，对其

成本效率的要求更加严格。而且，区块链的发展已被外国学者证实存在所谓的三角困境，即无法同时满

足准确、去中心化和成本效率。 
(三) 可能影响银行的收益 
“存贷利差”一直都是商业银行的主要利润来源，去中心化是区块链技术的一大特点，虽然 A 银行

运用区块链技术能够降低坏账的发生率，但在这一特点的影响下，可能导致 A 银行投融资业务逐渐减少，

主要的利润来源自然而然也会逐渐消失。在规模庞大的授信服务过程中，如何发掘新的利润创造点、宏

观利润创造，并使之与区块链技术相辅相成是 A 银行在发展中必须克服的阻碍。 

6. 建议 

2016 年底，《“十三五”国家信息规划》正式发布，国务院首次将区块链技术列入其中，央行多次

强调发展区块链技术刻不容缓，标志着业界对于这一技术的关注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在科技创新与产业

变革的大背景下，区块链技术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如何更好的运用区块链技术，使之服务于金融业，成

为了业界关注的焦点： 
(一) 加大对区块链技术的研究力度 
银行本身具有强大的技术和技术实力，硬件基础相对较强，可以在充分发挥其技术优势和开发技术

的优势。在此基础上，加强银行间的沟通协调，通过建立联盟链的方式，加快区块链行业统一标准的落

地，考虑区块链技术与大数据相结合的应用，并进行应用测试，以实现从传统系统到区块链系统的逐步

过渡和融合。 
(二) 加强区块链技术复合型人才的储备 
古往今来，科技之争归根结底是人才之争。在区块链的人才储备上，应着重培养在市场营销、信贷

审查、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复合型技术人才，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参照全球主要银行的运用模式，利

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开发产品区块链和及时调整发展战略的商业运作模式，在新形势下，区块链相关人才

以及区块链技术与金融的融合，将成为商业银行间竞争的重要力量。 
(三) 完善相关部门监管手段 
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对我国货币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以传统政策框架为基础的经济调控，其速度远

远不及技术的发展升级。然而，区块链技术带来的“分散化”并不意味着经济运行中缺乏“集中化”的

组织。监管机构应与时俱进，充分利用金融技术设施，不断完善监管的形式和手段[4]。从 A 银行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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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多与相应监管部门进行沟通，在实践的探索中不断提出新的合理建议，优化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发展

模式，推动 A 银行在创新性技术上不断地进步，使得政府监管部门能够为区块链与产业融合的发展保驾

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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