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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供应链融资视角
看中小企业信贷风险

郭建鸾

融资问题已成为我国中小企业发

展的“瓶颈”并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由于信息不对称、风险收益不对称以

及信用缺失等问题的存在，中小企业

个体信贷融资十分困难。但供应链内

中小企业与单个游离的中小企业相比

却具有融资优势。根据 UPS发布的《亚

洲商业监察》报告显示，2005年中国

23%以上的中小企业遭遇现金流困扰，

但全国中小企业却有近 11万亿元的存

货、应收账款。把这些闲置资源盘活，

使中小企业走出资金困境，正是供应

链融资的优势所在。

1、优势所在

一般来说，在商品的供应链中，竞

争力较强、规模较大的核心企业因其

强势地位，往往在交货、价格、账期等

贸易条件方面对上下游配套企业要求

苛刻，从而给这些企业造成了巨大压

力。而上下游配套企业大多是中小企

业，难以从银行融资，最后造成资金链

十分紧张，出现资金失衡。供应链融资

是围绕着一个产业链上的核心企业，

针对其他多个中小型企业提供的全面

金融服务。在供应链融资中，银行服务

的主体不再局限于中小企业本身，而是

整个供应链，银行的信用风险评估也

从对中小企业静态的财务数据的评估

转到对整个供应链交易风险的评估。

供应链融资最大的特点是在供应

链中寻找出一个大的核心企业，以其

为出发点，为整个供应链提供金融支

持。一方面，将资金有效注入处于相对

弱势的上下游配套中小企业，解决其

融资难和供应链失衡的问题；另一方

面，将银行信用融入上下游企业的购

销行为，增强其商业信用，促进其与核

心企业建立长期战略协同关系，提升

供应链的竞争能力。它不仅可将供应

链中的中小企业的商品、信誉、有形与

无形资产有效地利用起来，而且能巧

妙地与供应链物流特点、周期以及管

理模式等有机结合、综合运用。借助

供应链管理形成的规模优势、信息平

台及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协调关

系，使处于供应链中的中小企业具有

融资的规模优势，增进银行和企业之

间的信息交流和信赖程度，为企业进

行外源融资奠定了基础，拓宽了企业融

资渠道和融资方式，增强了企业抵御

融资风险的能力。其优势如下：

首先，降低银行的信息收集成本，

缓解银行信息不对称程度。供应链中

的中小企业相互交易，企业信息相互交

流，必然产生信息的聚集，银行通过与

链内企业合作可以获取更多的信息，降

低银行的信息收集和交易成本，提高

银行发放贷款的积极性。

其次，避免单个中小企业资信不

足。银行不再片面强调授信主体的财

务特征和行业地位，而是认真分析供

应链企业间真实的商品或服务贸易，考

察授信企业资信实力的同时，更强调

整条供应链的稳定性以及授信企业交

易对手的资信和实力。另外，在融资授

信金额、期限上注重与真实交易相匹

配，从而可以实现灵活的授信额度控

制，规避了向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提

高银行对中小企业客户的把握能力和

控制能力。

2、问题与建议

第一，供应链融资的推出主要是

解决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问题，由于

很多民营、集体中小企业有着非常优秀

的经营业绩，可以说中小企业的融资

市场是一个空间巨大、前景良好的市

场。但同时，这个市场又是一个发育不

充分、竞争不充分的市场，而且大多数

中小企业资金实力薄弱，寻找担保困

难，企业生产经营行为的不确定性也

很大，风险很高。

第二，供应链融资的信用基础是

基于供应链整体管理程度和核心企业

的管理与信用实力，因此随着融资工

具向上下游延伸，风险也会相应扩散。

如果供应链的某一成员出现了融资问

题，其影响会迅速蔓延到整条供应链，

而核心企业作为供应链的最大受益者

一定会深受影响。

第三，我国尚未建立起一个完整的

信用体系。供应链成员间以及与银行间

缺乏相对可靠的信用保证，同时银行由

于无法独立完成对供应链所有企业相

关数据的调查和分析，不能准确了解供

应链的整体情况，这将使银行无法根

据供应链成员的决策和经营，调整相应

的信用贷款，降低资金的使用风险。

但银行可以从两方面来改善服务

并规避风险：一是加强与物流公司的

合作。由物流公司为供应链提供信息、

仓储和物流等服务，银行则直接提供

融资。二是通过调阅财务报表、查看过

去的交易记录和电话调查等多种手段，

帮助核心企业评估供应链成员，并剔

除潜在的不良成员，保证供应链的健康

发展，也间接保证自己的资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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