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玉书：推动智能制造发展

的三大金融模式创新 

  



 

 - 2 -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刘玉书 

 

近年来，我国智能制造升级在不断加速。智能制造的关键技术发展如

工业物联网体系、智能供应链、工业软件平台、数字孪生、黑灯工厂等新

技术新模式的应用层出不穷。与之相关的，在金融方面，同时也发展出了

很多新的金融创新模式，这些新的金融发展形态本身就是制造业智能化升

级中的一部分，与智能制造升级密切相关。如果回头看过去十余年智能制

造相关的金融模式创新，有三大金融模式是经受住了时间的洗涤、市场的

考验的。 

一是物联网金融。早在 6 年前，普华永道就在其相关研究报告中指出，

金融业是全球在物联网创新上投资最多的十大产业之一。特别是工业物联

网，通过各种工业物联网传感器，能对企业各环节的运营时间、位置、环

境、状态、制造内容等进行数字化的实时监测。其所产生的数据要比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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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所产生的数据要更大、更稳当和客观全面。因此物联网和金融的结合，

在金融产品设计、风险控制、金融监管方面都更具有优势。 

为什么银行支持小微企业的主观意愿相对较弱？特别是制造业，小微

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世界性难题。因为对于实业而言，特别是对于盈利能

力受诸多因素影响的制造业，银行更关注除技术发展外，未来企业能够创

造的现金流。因为就银行本身而言，主要还是要靠放贷收入来支持其自身

的可持续发展。而工业物联网以数字化为基础，能够让银行及其他金融机

构更精准、更全面地了解投资对象企业的发展现状、未来潜力，同时还可

以实现实时的全流程、全周期监控。例如利用工业物联网和大数据技术，

银行可以对贷款抵押物实现全面数据监控，随时了解企业上下游甚至整个

产业链的发展状况等。智能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让金融的智能化成为了可

能。 

二是区块链金融。与工业物联网大数据相结合，制造业行业区块链化

有诸多优势。在行业区块链内建立订单、款项结算、企业经营等各类大数

据的点对点去中心化互信体系。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通过行业区块链可以

对行业资金需求、及行业内“链”上的企业融资状态、资金流动等进行可

信及时的了解，能极大降低企业金融合规的风险。对于行业内企业，特别

是中小企业的贷款也会更为容易。 

金融区块链与工业物联网行业链的融合所释放出的市场潜力，充满了

巨大的市场想象空间。2020 年 6 月 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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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方案将“积极参与跨境数据流动国际规

则制定，建立数据确权、数据交易、数据安全和区块链金融的标准和规则”，

作为海南自贸港 2035 年前的重点任务之一。目前关于区块链金融的发展

依然还处于比较早期的探索阶段，在国家相关政策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市

场的选择，预计未来若干年内，会涌现出多种特征鲜明的区块链金融模式。 

三是供应链金融。供应链金融和物联网金融、区块链金融在发展路径

上都存在共性，就是在企业数字化发展过程中逐渐发展出来的。根据已有

文献，霍夫曼（Hofmann）最初对供应链金融相关概念进行了总结：“供

应链金融是包括外部服务组织提供者在内的两个以上的组织透过计划、执

行和控制金融资源在组织之间的流动，以共同创造价值的一种途径。”供

应链金融是一种协调性的金融创新。它立足于供应链中的核心企业与上下

游企业间长期贸易合作关系，由商业银行和物流公司所主导。 

例如，一个特定商品的供应链主要由材料采购、中间制作或终极产品

组成，通过销售渠道将产品销售给消费者，其中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

与零售商及最终用户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供应链中一些实力雄厚的企业

经常在价格、账期等方面压迫下游企业，导致这些受压迫的企业很难实现

金融融资，最后导致整个供应链失衡。供应链金融可通过大型核心企业的

信用做信用风险分摊，使上下游中小企业获得融资机会。企业通过供应链

金融服务，通过金融市场中获取运营资金周转，由上下游资金流通以帮助

企业扩大市场、密切供应链各相关供应商的关系。 供应链融资在业务上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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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三种方式：应收账款融资、存货质押融资、预付账款融资。这三种融资

最大的区别是质押物不同，分别是应收款、预付款和存货。对于处于供应

链中的企业，可以根据自身在供应链中的位置，选择不同的融资方式。供

应链金融在制造业中发展速度较快，对于中小企业而言灵活的融资方式不

仅能解决燃眉之急，同时能密切上下游关系。对于银行和金融机构而言，

对整个供应链的把控，更有利于做好投融资的风险控制，所提供的金融产

品也更及时、到位。另外，当前供应链金融也有与区块链结合的趋势。 

总的来看，不论是物联网金融、区块链金融还是供应链金融，其核心

都是围绕解决信息不对称、和投融资风险控制展开的。在智能制造升级过

程中的金融创新，风险控制始终是创新的中心元素。而风险，存在较强的

主观性，因此我们在分析推动智能制造发展的金融模式的时候，不能只看

“模式”本身的逻辑严密性，更要深入到生产一线去进行深度的调研，有

条件的需要参与到行业具体工作中去，从实践中求得真知。 

相关阅读： 

刘玉书 AI 系列之一：中美人工智能差距在缩小，有一点仍需努力 

刘玉书 AI 系列之一：“数字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

化”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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