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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如下维度，分析供应链金融面临问题：

1. 维度（1/5）：业务模式

2. 维度（2/5）：融资模式

3. 维度（3/5）：政策

4. 维度（4/5）：供需对比

5. 维度（5/5）：市场规模

1. 区块链+供应链金融解决方案、定性价值分析

2. 应付账款融资（反向保理为例）、应收账款与

库存融资（ARIF）、供应链金融ABS的区块链

实现方案，及定性价值分析

3. 定量价值分析：

渗透率增量、市场规模增量、降本&增效

Insight
趋势 & 建议

1. 区块链+供应链金融市场参与者分析

2. 商业模式：面临问题及解决建议

3. 区块链解决方案的“五步法则”分析

4. 数据隐私保护分析

5. 凭证拆转融：面临问题及解决建议

1. 行业发展趋势

2. 政策、监管建议

重点内容：（1）各类场景下，区块链+供应链金融实现方式，及定性、定量的价值分析；

（2）面临问题 & 解决建议：商业模式、数据隐私保护、凭证拆转融

其他内容：（1）传统业务模式下，供应链金融面临问题；（2）市场参与者、产业图谱等行业内容；（3）趋势及建议

……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五章）（第四章） 典型企业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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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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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趋势及建议

区块链+

供应链金融

供应链金融

问题分析

定性分析：

定量分析：

现状 & 问题：

（2）凭证拆转融：解决多级供应商融资难及资金短缺问题；

市场规模增量：至2023年，区块链可为供应链金融市场带来约3.6万亿市场规模增量；

区块链+供应链金融解决方案价值体现为：

（3）链上电子仓单凭证避免了纸质仓单造假风险；

（1）业务上链，数据更可信 ；线上操作，业务更高效；

（4）供应链金融ABS最大化实现穿透式监管； 等等

市场渗透率增量：至2023年，区块链可让供应链金融市场渗透率增加28.3%；

降本&增效：至2023年，区块链可让供应链金融市场整体运营成本降低0.48%、实现约297亿元利润增量

（2）商业模式：现状、问题 & 解决建议；

造假风险：出现仓单、票据造假等情况

企业信息孤岛：供应链企业间贸易系统（ERP）不互通、贸易信息主要依靠纸质单据传递

核心企业信用不能跨级传递：核心企业信用只能传递至一级供应商，二级及以上供应商无法享有核心企业信用进行融资

履约风险高：单凭合同约束，融资企业的资金使用及还款情况不可控

（3）数据隐私保护：问题 & 解决建议； （4）凭证拆转融：问题 & 解决建议；

（1）市场参与者分析及产业图谱

区块链 + 供应链金融将朝着综合性产业服务平台发展，分布式商业成平台未来趋势行业发展趋势：

政策监管建议： 政策需从产业、学术双重角度入手，支持区块链+供应链金融产业落地；

建立区块链+供应链金融监管体系，进行法律研究、开展立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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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金融面临的问题 1

区块链+供应链金融业务模式及价值分析 2

区块链+供应链金融落地现状、问题建议 3

区块链+供应链金融典型企业案例 4

区块链+供应链金融趋势及建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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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分析维度（1/5）：业务模式
四流难合一导致：企业融资难、银行风控难、政府监管难
供应链金融业务逻辑：供应链金融以供应链起点至终点的真实贸易情况为基础，以贸易产生的可确定未来现金流为直接还

款来源。四流合一成供应链企业融资关键（四流：资金流、信息流、物流、商流） 。

四流难合一：法律规定企业间部分商务信息需要以纸质票据的形式传递，信息互联网技术在企业间搭建信息系统会出现数

据安全不可信、数据准确不可信等问题。企业间缺乏统一的商务信息系统使得四流难合一，从而形成了中小企业贷款难、

银行风控难、相关部门监管难的情况。

供应链金融业务模式及问题

上游企业（供应商） 核心企业（生产） 下游企业（经销商）
提供生产原材料/供货

资金

资金方
资金流 信息流 物流 商流

产品

资金

供应链起点 供应链终点

四流合一

供应商数量≥ 1 经销商数量≥ 1

监管部门

四流难合一监管难

风控难

贷款难

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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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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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分析维度（2/5）：融资模式
各类融资模式受限于不同场景的风控难度，导致企业融资难
各类融资模式由于业务场景不同，面临着除四流难合一外的场景化问题：如库存融资模式下，存在仓单造假、仓库管理方

监守自盗的风险等，相比之下，应收账款融资更易开展，但只能帮助一级供应商进行供应链融资，多级供应商资金短缺问

题仍难以解决。

上游供货商出现不能按时、全额发
货等情况，融资企业失去提货权等

风险问题
运输风险、销售不佳无法变现、融资
企业失去货物所有权等

贸易非真实性风险、买方不承认、缓付
或不付应付账款发生商业纠纷风险等

风险问题 基于关系治理，不可控性强，无抵押无，风险相对较高

应收账款融资库存融资预付款融资

战略关系融资

采购 生产 销售

供应链金融交易形态介绍与风险分析

保理、保理池融资、反向保理等

对资产（货物）的控制 真实合同下的应收账款作为还款来源

静态抵质押授信、动态抵质押授信等

预付款项下客户对供应商的提货权

先票/款后货授信、担保提货授信等

缓解一次性交纳大额订货资金带来
的资金压力。

融资基础

价值

主要形式

缓解在途物资及库存产品占用的资金 缓解下游企业赊销账期较长或资金较
大所带来的资金紧张

融资基础 作用无抵押物情况下，基于供应链企业之间的战略伙伴及长期合作产生的信任进行融资 满足无抵押物企业的融资需求

主要形式 通常选择一级分销商作为战略伙伴

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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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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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8年中国供应链金融主要政策

年份 月份 文件名称 文件内容 态度 / 行动

2016

2月
人民银行等八部委：《关于金融支持
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若干意见》

提出要大力发展应收账款融资。 态度：支持

8月
《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
理暂行办法》

同一法人在网贷平台的借款余额上限不超过100万元。 行动：限制

2017

3月
央行等五部门：《关于金融支持制造
强国建设的指导意见》

鼓励金融机构依托制造业产业链核心企业，积极开展仓单质押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贷款、
票据贴现、保理、国际国内信用证等各种形式的产业链金融业务。

态度：支持

5月
《小微企业应收账款融资专项行动工
作方案 (2017-2019 年)》

应收账款是小微企业重要的流动资产。发展应收账款融资，对于有效盘活企业存量资产，
提高小微企业融资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态度：支持

10月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推进供应
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

鼓励商业银行、供应链核心企业等建立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为供应链上下游中小微企
业提供高效便捷的融资渠道。

态度：支持

2018

- 降准信息 1月25日（0.5%-1%）、4月25日（1%）、7月25日（0.5%）、10月15日（1%） 行动：支持

4月
商务部等八部门：《关于开展供应链
创新与应用试点的通知》

要推动供应链核心企业与商业银行、相关企业等开展合作，创新供应链金融服务模式。
为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提供成本相对较低、高效快捷的金融服务。

态度：支持

6月
银发〔2018〕162号《关于进一步深
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意见》

将单户授信500万元及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纳入中期借贷便利的合格抵押品范围，支持
银行业金融机构发行小微企业贷款资产支持证券，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小微企业信贷投放。

行动：支持

10月
中央财政部：《关于下达2018年度普
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

下拨2018年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100亿元，比2017年增加23亿元，增长29.85%。 行动：支持

问题分析维度（3/5）：政策
政策鼓励，业务开展存难：需创新业务模式打破僵局
“降准、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发行小微企业贷款资产支持证券”等政策在资金侧为开展供应链金融提供了方便，但业务侧

仍面临风控难、中小微企业授信难等问题。目前需依靠新技术改变传统业务模式，降低风控难度的同时，并可借助核心企

业信用帮助更多企业实现供应链融资。

©2019.7 iResearch Inc.                                                                                                                         www.iresearch.com.cn

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等公开政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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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分析维度（4/5）：供需对比
小型企业贷款难尤为严重，传统供应链金融业务模式对小微
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解决力度较低
下述指数趋势分析可见：企业贷款难、小型企业尤为严重。小型企业缺乏完善管理机制、财务报表不规范，银行很难通过

其自身提供的信息进行有效风控。而供应链金融模式下，核心企业信用只能传递至一级供应商，多级供应商无法借助核心

企业信用进行贷款融资，对小型企业贷款难的问题解决度力有限。

©2019.7 iResearch Inc.                                                                                                                         www.iresearch.com.cn

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整理、wind。

1、数据可见，越是小型企业，贷

款需求越强烈，对应还款风险也越

高，银行放款难度越大，供给矛盾

突出；

2、近期大中型企业贷款需求呈下

降趋势，但供给侧仍未满足需求侧。

说明大中型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仍然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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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Q1-2019Q1年企业贷款需求指数及银行贷款审批指数

贷款需求指数:大型企业 贷款需求指数:中型企业

贷款需求指数:小型企业 银行贷款审批指数

企业贷款需求>银行供给

小型企业贷款需求>中型企业贷款需求>大型企业贷款需求
指数趋势分析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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