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化赋能 供应链“三流合一”打通小企业融资关 

  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近年来层出不穷的数字化技术，正在重构供应链内在逻辑。

从中介连接到去中介化，从商业信任到数字信用，“供应链内在逻辑的重构，在技术上是供

应链数字化的进程，将来完全可能成长为‘数字供应链’。”5月 19日，中国互联网金融

协会区块链工作组组长、中国银行原行长李礼辉在福州市政府主办的 2019供应链金融高峰

论坛上，道出了未来供应链的发展方向。 

  供应链是一个实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融合体。当数字化技术全面赋能供应链，资金

将发挥其最大化效益，助推整个产业链的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生态优化。而要实现这一理

想目标，整个行业还有技术、制度等各方面的困难需要克服。 

  探索数字技术 激活供应链动能 

  打造数字信用，是数字技术为供应链金融带来的重要变革。“金融科技的赋能，有利于

数字信用打通最后关口。”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原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指出，传统供

应链金融以核心企业为中心，辐射范围有限、深度不足，一旦核心企业信用出现问题，会加

大整个风险。 

  如今，众多新金融机构正通过金融科技赋能，将企业数字转化为信用资产，以克服传统

供应链金融存在的弊端，打通普惠融资最后难关。 

  不仅要解决信用问题，“随着产业链的延伸，怎样来提高‘实物流、信息流、资金流’

三流的真实性、及时性、准确性，至关重要。三流整合得越好，整个供应链运作的效率越好。”

海王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银行原副行长王永利指出。 

  区块链技术被视为一种极具潜力的解决方案。“区块链可利用它连续记录、多层加密、

信息可溯源、难以造假的技术，在供应链方面发挥作用。反过来说，供应链发展为区块链发

展提供了难得的应用场景，需要积极研究。”王永利表示。 

  不过，他同时提醒，区块链还处于研究和发展的初级阶段。从商业应用角度来看，依然

处在初创期，并不像大家所想象的区块链可以解决信任问题、点对点交易问题。 

  从区块链的底层技术来看，李礼辉则认为，主要有几个方面需要攻关：一是隐私保护技

术、二是真实性监督机制、三是区块链智能合约技术、四是密钥技术、五是区块链架构。 



  技术是推动供应链发展的核心动能。他认为，科技创新的目标，不仅是新流程、新产品、

新服务，更重要的是新客户、新市场、新价值。应该把握好“四维尺度”——效率更高、成

本更低、具有商业价值的经济规模、具备社会认可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打造协同网络 改善小企业融资生态 

  供应链金融的发展，应基于服务实体的初衷。“供应链金融本质上是为了加速供应链资

金流的流动，缩短现金流周期，是为了产业、供应链上的企业，而不是主要为了金融的获利。”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董希淼指出。 

  偏离这一初衷，也使得目前供应链金融发展中存在一定问题。“比如金融机构，想打造

自己的供应链金融生态圈，想把整个供应链业务都在自己这里做。对核心企业来说，掌握了

很多数据，在整个供应链生态里谈判能力很强，也想把整个链条锁定在自己这里。所以在供

应链金融数据中，会有私有化、单边化、封闭化的迹象。”董希淼说。 

  正如万联网创始人兼总裁蔡宇江所言，供应链金融实质上是要优化整个供应链总成本，

让供应链的核心企业及其上下游都能有较低的成本来实现较好的经营业绩。因此，“供应链

金融不是单纯的银行或者核心企业能够独揽的。供应链金融核心是生态，要强调分工协作。”

蔡宇江表示。 

  一个协同发展的供应链生态，应具备“开放、互联、融合、共生”的特点。在董希淼看

来，要建立多主体、专业分工基础上的协同供应链金融网络。这个网络主要体现在四位一体：

一是场景，即供应链产业链上从核心企业到上下游企业的各类场景；二是技术，要打造一个

数字化供应链金融；三是风险，要做好产业和金融的风险管控；四是监管，要加强监管、制

定标准、出台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