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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二十一世纪以来，经过我国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衍生出中小企业对物流产业链金融的重视，其引发的

融资问题也日益成为能否促进企业长期发展的关键要素。受制于我国金融市场的信用评估制度不够完善

的缘故，深入剖析物流产业链金融业务在国际与中国不同的实践发展之后，概述了现阶段物流产业链金

融的含义与风险结构。通过分析产业链金融对中小企业的融资风险的重大效益，从物流企业融资信誉问

题、融资政策方面风险问题与企业经营管理风险层面等三个角度对物流产业链金融融资风险相关问题进

行了系统性的归纳总结，并展望今后的发展规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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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21st century, through the deepening reform of Chinese economic system, small and me-
dium-sized enterprises have drawn attention to the logistics industry chain finance, and the fi-
nancing problem it triggered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the key factor of whether to promote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Subject to the reason that the credit evaluation system of 
Chinese financial market is not perfec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financial business of logistic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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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stry chain after the different practic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and Chinese, and summa-
rizes the meaning and risk structure of logistics industry chain finance at the present stage. By 
analyzing the significant benefits of industry chain finance on the financing risks of small and me-
dium-sized enterprise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the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finan-
cial financing risks of the logistics industry chain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including the financing 
reputation of logistics enterprises, financing policy risk and enterprise operation and manage-
ment risk, and looks forward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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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我国重点服务产业之一的物流企业，其发展情势备受关注。随着中小企业的发展逐渐成为中国

经济迅速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其主要作用是贡献了中国 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 GDP、70%以上

的创新创造及 80%以上的城镇劳工就业岗位，总体占据了全国企业数量的 90%以上，呈现典型的“五六

七八九”形式特征，为未来经济高质量、高速度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承载了大量企业家的梦想。其中，

中小物流企业作为中小服务产业的一支队伍，其队列已逐步庞大，其完善的定制物流系统、贴心专业的

物流服务及经验丰富的团队的背后需要的是大量的金融融资[1]。为提供“仓 + 大数据 + 人工智能”这

一形式的新物流服务，中小物流公司也需设有多个仓库，并且建立自有的物流管理模式和构建大数据分

析应用平台。物流企业的创新发展将会带动整个服务产业，物流产业链金融实际上是以物的流动为根本

要素，并根据物流运输的需求来提供资金支持，逐步形成“物流 + 金融”的主次结构，这种组织形式的

全程化、创新化逐步形成了物流产业链金融的主要特征，伴随着巨大效益的背后便是对物流产业链金融

融资风险的密切关注[2]。 
中小企业物流产业链金融在国内外发展迅速，广泛受到物流学科业界关注。但在具体实践中，关于

这一业务的理论内涵、发展模式和基本结构等较为混乱，因此有必要对物流产业链金融业务的历史渊源

进行疏理，对其内涵进行定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理论框架，归纳国内外相关文献，确定重点

研究问题。 

2. 物流产业链金融的实践发展 

2.1. 渐进式的国际物流产业链金融分析 

物流产业链金融必然与物流为基础，其核心依然是物的流动，因此存货质押融资业务一直是物流产

业链金融的关键一环，西方物流渐进式的演化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以存货质押融资业务为主导的

物流产业链金融演化模式[3]。英美等西方国家的物流产业链金融几乎与其他主要金融服务同步发展，经

历了从 19 世纪中期一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的漫长发展时期。纵观国际物流产业链金融(以英美等西方国

家为例)的发展历程，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阶段，是 19 世纪中期之前，物流供应链金融最初应用场景是农业领域。受市场供需影响，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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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丰收会直接导致农产品价格降低，农民希望农产品价格回升后再将其卖出。为解决这个难题，银行

通过将丰收时的农产品作为抵押并为农民提供融资服务，农民待农产品价格升高后卖出农产品并还本付

息。银行存货质押贷款成为最早的供应链金融模式，随着仓储业的发展，这一时期的物流仓储业开始参

与存货质押业务，表现为仅有单环节的存货质押融资模式。同时，仓储企业的参与提升了传统质押业务

的效率，并得到规模化发展。 
第二阶段，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 70 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物流供应链金融业务开始向多元化

行业扩展延伸，并且衍生出各类丰富业务。有了先前仓储业积累的丰富经验，这一时期的质押业务的存

货品种也丰富了起来，而融资对象也从农业领域的农民扩展到了流通型企业主体及生产型企业主体。物

流产业链金融的监管方式从初期的静态质押演变为动态质押，从而保障了借款企业的正常生产运营，提

升了企业的运作效率[4]。但传统工业化时代的市场环境竞争不激烈，企业对物流的速度要求不高，因此

物流供应链运转及整合程度低，对资金流的实时协调要求不高。此时，物流融资的范围仍然局限于单个

企业，并没有延伸到整个供应链。 
第三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随着全球化供应链的发展，物流企业逐步与银行开展深度参与供

应链融资，为银行和中小企业提供质量评估、监管、处置、信用担保等附加服务，互联网技术更迭同时

也进一步促进供应链金融业务的发展[5]。这一时期的物流金融必须在整个物流供应链环节上运作，因此

对存货质押融资的要求极高，必须和应收账款融资、预付款融资等融资模式，甚至要和结算、保险等金

融业务高度有机结合。这就要求物流企业深度参与甚至主导物流金融业务，来有效沟通银行与借款企业

的联系，成为供应链上物流与资金流运作的“超级管家”，这也正是现阶段西方物流金融业务的创新特

色。 
这一时期物流金融的监管模式并不影响供应链的运行，融资方不仅愿意参与融资而且能够掌握供应

链中的物流及相关资金流，从而保证了贷款的安全性。国际物流产业链金融的内在发展逻辑是坚持“物

流为主，金融为辅”的理念，尽可能的根据物流需求分配资金，呈现出当前国际物流金融发展的全过程、

组合化、客户化特征，这也正是国际物流供应链业务的创新特色及发展趋势。 

2.2. 跨越式的中国物流供应链金融的发展历程 

受益于物流现代化的迅速发展，中国物流供应链金融也迎来了跨越式发展，自 1999 年我国第一单存

货质押融资业务开展以来，国内物流产业链金融业务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阶段，甚至达到

了国际物流供应链金融的先进水平，呈现出了跨越式发展特征。 
相较于国外西方国际的物流金融业务发展程度，国内物流供应链金融起步较晚，从 20 世纪 70 年代

开始，经历了票据贴现、贸易融资的初步发展阶段，目前正处于物流供应链金融线上平台领域的快速发

展时期，大致上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末。1999 年以前，我国物流仓储企业很少参与存货质押业务，

于是商业银行严重缺乏质押库存价值、质量和销售状况信息，缺乏专业的质押库存操作控制经验和技能。

票据贴现是国内物流供应链金融发展的雏形，在应收票据到期前，企业在票据上背书并提交银行贴现，

银行将票据的到期价值和贴现后的余额支付给企业。 
第二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初至 21 世纪初。改革之初，随着贸易融资规模迅速扩张，银行使用结构

化短期融资工具，根据库存、应收款和进出口垫款等资产向企业提供融资业务。这一时期，贸易融资的

出现为物流供应链金融模式打下基础。而在 1999 年后，从中国储运与银行联手开发第一笔存货质押模式

的物流金融业务开始，各大企业也基于自身优势，在物流金融领域根据供应链上客户的需求提供相应的

物流金融创新产品。在贸易融资背景下，可以依托核心企业的信用水平，为上下游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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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基于流通过程中产品价值进行融资；而物流供应链金融则主要以核心企业信用为依据，评估物流供

应链链条上的整体动态[6]。 
第三阶段，21 世纪初至今。这一阶段物流供应链金融模式被正式定义并得到应用，并在大数据技术

背景下得到大力支持，迅速普及至中小企业，借助独特优势为中小企业融资。从基于核心企业的现在“1 
+ N”模式(物流供应链金融 1.0)，到基于系统框架直连核心企业的线上“1 + N”模式(物流供应链金融 2.0)，
再到基于云计算、大数据技术的“M + 1 + N”模式(物流供应链金融 3.0)，物流供应链金融模式的每一次

迭代更新，都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问题做出贡献[7]。其核心是物流融资，即通过与物流企业、银行

等金融机构的合作与创新，依靠企业交易下的抵押物，对资本投资、商品采购、销售回款等经营过程中

的物流和资金流进行锁定控制或封闭管理，依托于企业在银行监控下的商品、资金的贸易流转所产生的

现金流实现对银行授信的偿还。 

3. 物流产业链金融理论综述 

3.1. 物流产业链金融的含义概括 

产业链融资这种融资方法已经在市场上使用很久了，它拥有稳定的供应链。这些大型供应链中使用

的产业链财务模型的融资可以帮助企业运营。从事产业链金融业务的供应商和分销商主要是为了专门与

核心公司进行长期合作，并为下游企业提供金融融资业务。产业链融资的融资方式主要是为了避免因暂

时性或长期性的资金短缺而造成的供应链断开，它可以同时为产业链中的多家公司提供融资服务。作为

产业链融资中的第三方公司，物流公司利用融资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建立稳定的关系，提高客户粘性，

并且提高了上下游中小物流企业的信用等级，同时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竞争力[8]。物流产业链金融创新

方式是产业与金融两者的相互结合，不仅能够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而且可以提高了整个产业链

的竞争力。产业链的融资模式能否健康发展，还需要充分把握第三方服务体系和产业链的各个环节[9]。
然而从物流产业链金融融资角度出发，其主要目的是通过金融融资促进产业链拓展延长、产品价值提升

及产品供应链优化，并且信息流、资金流及物流的关系可由此总结为：信息流在供需两端来回流动，资

金流依据供应链的供应方向反向流动，物流依据供应链的供应方向正向流动。 
因此，本文将物流产业链金融的含义概括如下：物流产业链金融即是由金融服务机构为产业链上的

所有企业安排提供与生产和销售有关的服务业务，并为每一个关键点，提供促进产业链与企业每个节点

的联系的金融融资模式，从而促进了整个产业链的健康发展。 

3.2. 国内外物流产业链金融发展形势对比研究 

3.2.1. 制度环境对比 
二十一世纪以来，国外逐步完善物流产业链金融的立法，建立了公开的、统一的物权公开备案系统，

做到了统一的、高效的登记，并且国外的执法机制整体变得更加健全、高效。与国外不断优化的制度环

境相比，国内明显地缺乏相关的法律基础，物权立法不足、管理体制不够完善，整体的登记制度不太科

学、可行度不高，以及制度执行效率低下、执行过程成本费用大。 

3.2.2. 行业环境对比 
国外相较于国内，其在担保品文件中有具体的行业标准和完善的社会化仓单系统，国外的第三方机

构和物流仓储企业的操作比较规范且操作流程更规范，而且担保品的处置措施完备。然而国内的担保品

文件(例如仓单)不标准且缺乏互通流动性，国内第三方机构的技术水平低、诚信程度低且物流仓储企业的

操作不够规范合理，以及国内缺乏处置担保品的相关有效措施。 

https://doi.org/10.12677/mse.2022.114085


陆杰 等 
 

 

DOI: 10.12677/mse.2022.114085 730 管理科学与工程 
 

3.2.3. 业务要素对比 
一方面，国外物流产业链金融的融资主体多元化程度高，其担保品种覆盖范围广、品种齐全。另一

方面，国外物流产业链金融融资对象范围广，有利于其形成专门为中小物流企业建立全方位的融资体系；

反观国内，其融资主体较单一、大多以商业银行为主，国内的担保品种覆盖范围较小、品种较少。而且

国内在选取融资对象时过于谨慎，融资对象范围小，其对中小物流企业的支持度不够高。 

3.2.4. 业务控制方式 
在监控方式方面，国外能够根据行业、质押物特征、借款企业的实际运营情况及时做出合理的调整

监控方案，而国内的订单和应收账款融资监控水平较低，仅可以开展存货质押融资动态监控业务；在风

险控制程度上，国外的风险控制较规范合理，整体控制水平较高，而国内相比较而言不够规范。 
总之，如图 1 所示的物流产业链金融各主体协同关系可知，就国内外物流产业链金融发展对比现状

而言，国内物流产业链金融融资体系的完善发展还需很长一段路要走[10]。其中，国内外的物流产业链金

融模式多是由物流企业、金融机构和融资企业间的信息、资金、物资之间的互相流通。国外的理论研究

者更关注产业链定义中价值创造的核心要素，他们认为，产业链是在生产专业分工中网络组织关系所涉

及的主要网络实体(如供应商、客户、竞争者)根据各种利弊关系为顾客生产制造出的最大效益的价值的链。

与国外研究不同的是，国内大多从产业关联的视角来界定产业链。他们认为，产业链是基于产业的，是

基于前向和后向关联的网络结构。因此，国内理论研究对产业链内涵的定义实际上与供应链的概念保持

着一致。尽管国内外对物流产业链金融风险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在这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

下，无论是物流产业链金融融资形式还是产业链的风险评估方式都必定要进行不断地完善。 
 

 
Figure 1. Logistics industry chain financial main body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图 1. 物流产业链金融各主体协同关系 

3.3. 物流产业链金融融资现状分析 

产业链上游是需要物流服务的生产制造行业，中游企业是提供物流管理、货物运输服务的企业，下

游是加工成品的企业及直接面对客户的服务行业。物流基地园区的资金流动的贯通流畅直接影响到整个

产业链自上之下的效率和收益。 
按照标准(500 以内的员工数量、3000 万以内的销售额)而言，我国大多数物流企业都属于中小物流企

业行列，在注册登记的七十多万家物流企业创造出了将近五分之一的国民生产总值。这可谓是物流企业

充满前景的时期，但是逐渐显现出来的资金不足、融资困难等问题扼制住了中小物流企业的发展。这样

问题的出现在于其规模过小、信用等级低，未能得到政府的及时支持[11]。如此局面，中小企业不得不采

用租赁融资和私下募资的融资形势，极易导致融资渠道的乱象及不稳定的情况。从权利义务关系来引出

融资问题的主要特点，金融机构提供贷款给融资企业，融资企业可以给物流企业提供担保业务，物流企

https://doi.org/10.12677/mse.2022.114085


陆杰 等 
 

 

DOI: 10.12677/mse.2022.114085 731 管理科学与工程 
 

业的物流服务的升级不仅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而且也需要融资企业的担保保障[12]。由此可得出如表

1 所示的物流产业链金融融资参与主体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Table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financial participants in the logistics industry chain 
表 1. 物流产业链金融参与主体权利义务关系 

参与主体 权利 义务 

金融机构 质押物信息、贷款利润 发放贷款、支付物流企业佣金 

融资企业 获得贷款、质押物信息 担保费用 

物流企业 获得运输和监管费用、质押物信息 物流服务、监管、质押物审验 

4. 总结及研究展望 

以下对物流产业链金融融资风险相关问题进行了总结，找出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并进行了研究展望： 

4.1. 企业融资信誉风险分析 

物流产业链金融对中小物流企业的最主要的风险问题是信誉问题，它绝大多数是指金融机构在按计

划向中小企业提供金融融资业务时未能偿还本金或利息而引发的风险问题。融资规范体系不完善、中小

物流企业经营水平低或金融机构带来的融资风险导致了融资信誉风险[13]。此类风险不仅源于金融机构内

部监督体系不健全、评估指标不完善，而且来源于对中小企业经营水平的不够细致的检查。此外，来自

外部环境的融资风险绝大多是由于中小企业经营水平较低，缺乏还款意愿且还款不及时等问题所致。然

而，有一些信用风险是可控制的，而另一些是不可控制的，这就需要对各种风险因素进行全面而有效的

分析。 

4.2. 政策方面风险分析 

政策方面风险主要指的是国家宏观调控过程中引起的风险，尤其是会出现在当今国际国内经济发展

形势不断变化、经济增长压力更大或经济转型矛盾更加集中的时候。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定性

因素逐渐增加，中小物流企业的产业链状态就得面临更多的整改问题，这就间接削弱了企业的还款能力。 

4.3. 技术层面风险分析 

在如今高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区块链促进物流产业链金融发展也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区块链是

一种限定于互联网内传输信息的技术，不仅预示着实体经济的未来发展方向，也给当前经济发展起到规

避作用。区块链作为一项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可以有机地与物流产业链金融相结合，这将直接提高产业

链的运营管理的效益，提升物流产业链金融融资的透明度，区块链技术有助于其更加快速、低风险的稳

定发展[14]。 

4.4. 经营管理风险分析 

中小物流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面对着很多的竞争压力，随之而来的经营风险的不确定要素逐渐变

大。由于外部经营环境的日益紧张，中小物流企业的管理压力也变得越来越大，然而中小物流企业的规

模也相对较小，企业本身的抗风险能力也相对较弱，这就使得中小物流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更多的不

确定性，从而影响了中小企业的经营水平[15]。而且，此类中小物流企业对市场管理缺乏敏感性，缺乏清

晰准确的抗风险意识，因此对市场信息的判断往往不够准确。同时企业本身的风险管理意识和控制意识

不强，还有些中小物流企业没有充分调查市场情况，从而引发了经营风险且导致了投资的有效性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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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将来物流融资的发展中，产业链金融对中小物流企业融资的价值将会有更深切的体现，并

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愈发完善。其中，促进其良性发展必不可少的应该是政策上对物流产业链金融的

支持，唯有这样才能迅速刺激市场，激发企业发展活力，为国家源源不断的创造出巨大价值和效益。同

时依靠互联网，物流产业链金融的信息化技术处理能够在短期内提供高效规范的金融融资业务，大大提

升了企业融资效率，这也使得产业链金融融资模式越来越受到企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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