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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现代化的供应链金融服务问题与解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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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业供应链金融能够通过提供结构化的金融服务有效促进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的规模化运作以及

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衔接ꎬ在控制金融风险、减少农业产业领域金融供需失衡方面有重要作用ꎮ 基于奥地利学

派的“财货理论”重新定义供应链ꎬ从全链供应链和局部供应链两个角度分析农业供应链金融服务的供需现状ꎮ
当前农业供应链金融供给以全链供应链金融为方向ꎻ由于局部供应链金融供给主体的激励不足ꎬ相应服务供给

严重不足ꎻ农业供应链金融需求尚未充分激活和满足ꎻ农业供应链金融实践中对信息技术的利用不足ꎻ供应链金

融的生态圈仍需完善ꎬ相关配套服务体系仍不健全ꎮ 为此ꎬ应营造有利于竞争和创新的金融市场制度环境ꎬ激活

和满足供应链金融潜在需求ꎬ提高农业产业链信息化水平ꎬ促进局部信息的整合ꎬ建立健全配套服务体系ꎬ构建

良好的供应链金融生态圈ꎬ从而使供应链金融更有效地助力农业现代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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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我国政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ꎬ实现

产业兴旺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一大关键ꎮ 而产

业兴旺只能依托农业农村现代化ꎬ农业农村现代

化又要求打造现代化的农业供应链ꎮ 后者的运

作要求有针对性的、结构化的金融服务作为其支

撑ꎮ 在农业供应链领域ꎬ这种金融运作就是农业

供应链金融ꎮ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推行ꎬ农业金融

服务需求总体上大幅提升ꎮ 由于农业信贷服务

的供给本来就远远满足不了需求ꎬ而且农业贷款

余额的增长有限ꎬ这意味着农业信贷供求差距仍

然较大ꎬ“贷款难”问题仍然较为严重ꎮ 但是农

村金融机构对小农户和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的总

体放贷方式和要求仍然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化ꎮ
引入现代化的农业供应链金融ꎬ能够大幅度提高

针对农业供应链上下游全部或者部分节点的信

贷支持ꎬ从而大幅度提升小农户和现代农业经营

主体信贷需求的满足度ꎮ 据 ３１１ 供应链研究院

«中国供应链创新与应用发展报告 ２０１８»测算ꎬ
到 ２０２０ 年ꎬ与农业供应链金融密切相关的农林

牧渔生产与服务、农副产品加工、农资生产制造

与流通的三农金融的需求总量预计超过 １３ 万亿

元ꎮ〔１〕按照现有业务经营惯性ꎬ现有农村金融机

构的金融服务供给必然远远不能满足这一需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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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近年来供应链金融越来越得到重视ꎬ全国总

体上出现了多种农业供应链金融模式ꎬ〔２〕但是在

大多数县市内ꎬ仍然少见农业供应链金融运作ꎮ
许多学者分析了农业供应链金融所能带来的好

处ꎬ〔３〕但是大多数银行业金融机构仍未对之特别

用心和属意ꎬ仍然习惯于坐等简单的一家一户式

贷款申请ꎮ 从经济与金融生态理论视角看ꎬ这里

的一大关键问题是现代化的农业供应链及农业

供应链金融两者都需要形成生态系统ꎬ〔４〕即分别

成为农业供应链经济生态系统和相对应的农业

供应链金融生态系统ꎬ两者相互融入ꎬ互为条件ꎬ
共同构成农业供应链经济—金融生态系统ꎮ 这

意味着ꎬ这两个生态系统都应该成为有活力的适

应性价值网络(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ꎬ适应性

商业网络(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或者商业生

态系统(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ꎬ两者又形成共生关

系(ｓｙｍｂｉｏｓｉｓ)ꎮ〔５〕 从金融功能视角看ꎬ一种包括

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险公司、担保机构在内的金

融系统需要发挥其金融功能ꎬ向稳健运行的农业

供应链系统提供有针对的、结构化的金融服务支

持ꎬ通过满足农业供应链系统内部上下游各节点

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ꎬ为其创造价值来创造金融

机构自身的价值ꎮ
已有相关文献主要是从融资来源的视角出

发ꎬ讨论供应链金融的信息甄别机制、偿贷激励

机制ꎬ以及抵押替代机制作用于缓解信息不对

称、降低信贷交易成本从而改善供应链上经营主

体的信贷可得性ꎮ 但是ꎬ在实践中ꎬ现有供应链

金融服务未能得到大规模发展ꎬ以有效解决农业

供应链上大量中小微经营主体“融资难” “融资

贵”问题ꎬ而已有文献并没有很好地解释这一问

题的成因ꎮ 需要结合经济与金融生态系统理论

和金融功能视角ꎬ研究农业供应链金融的特点、
优势、供求状况ꎬ探讨农业供应链金融服务本身

存在的问题ꎬ分析如何形成一种充满活力的适应

性农业供应链价值系统和一种同样充满活力的

适应性农业供应链金融服务价值系统ꎬ如何促成

这两者相互嵌入ꎬ形成一种充满活力的共生关

系ꎮ 这也是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ꎮ
本文旨在弥补现有研究中存在的上述不足

之处ꎬ从经济与金融生态系统理论和金融功能视

角分析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供应链金融服

务的特点与作用ꎬ探究现有农业供应链金融系统

存在的问题及其未能有效解决农业供应链上大

量中小微经营主体“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原

因ꎬ并在此基础上从发展农业供应链金融生态系

统的视角提出进一步推进农业供应链金融改革

以助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对策建议ꎮ

一、农业供应链金融的特点及其作用

这里我们利用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财货理论

来较为清晰地界定供应链的含义ꎮ 根据该理论ꎬ
财货(ｇｏｏｄ)可以区分为高阶财货和低阶财货ꎮ
其中最低阶财货即一阶财货为消费品ꎮ 在生产

消费品的环节之前ꎬ存在一个或者多个生产品生

产环节ꎮ 距离消费品生产环节越远的环节ꎬ其生

产的生产品属于更高阶财货ꎮ 完整的消费品生

产过程就是由从生产最高阶财货到最低阶财货

的多个环节组成ꎬ由此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ꎮ〔６〕

从产业组织理论角度看ꎬ这样一个完整的链条就

是供应链ꎮ 在农业领域ꎬ这就是农业供应链ꎮ
农业供应链串起了从田头到餐桌之间上下

游农业生产者、农产品加工和营销主体、农业生

产资料供应企业以及其他服务所有这些主体的

社会化服务企业和组织ꎮ 供应链各环节的企业

和组织ꎬ均以各自客户的需求为导向ꎬ整个供应

链则最终面向最终消费需求ꎮ 农业供应链升级

不仅可以通过资源整合和流程优化促进产业融

合和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合作共赢协同发展ꎬ而且

能够加强从生产到消费等各环节的有效对接ꎬ降
低企业经营成本和交易成本ꎬ促进供需精准匹配

和产业转型升级ꎬ从而全面提高产品和服务质

量ꎬ实现农产品供应有保障、质量可追溯ꎮ 随着

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

能等信息技术在农业农村领域的广泛应用ꎬ农业

供应链转型升级获得了技术支持和机遇突破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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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支撑、网络化共享、智能化协作的智慧农业

供应链体系成为农业供应链体系的发展趋势ꎮ〔７〕

现代农业供应链的打造和升级存在着一种

朝着经济生态系统发展的趋势ꎮ 与此同时ꎬ现代

农业供应链金融也存在朝着金融生态系统发展

的趋势ꎮ 最理想的农业供应链系统是一种经济

生态系统ꎬ而最理想的农业供应链金融系统是一

种金融生态系统ꎮ 过去ꎬ人们把农业供应链或者

其他供应链理解为包含单个核心企业的单中心

的单链ꎻ现在ꎬ人们更多的是从多个主体、多个供

应链的系统、集群、生态链集群、生态圈和生态系

统的视角来看它们ꎮ 这些主体包括核心企业ꎬ生
产资料供应商ꎬ小农户ꎬ从事生产、加工和经营的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ꎬ农业社会化服务企业ꎬ银行

业金融机构ꎬ保险公司ꎬ担保机构和担保公司ꎬ等
等ꎮ 在现代农业供应链生态系统中ꎬ金融是一种

融合于系统的不可分因素ꎬ虽然主要涉及信贷服

务ꎬ但实际上可以包括信贷、保险、担保、基金、股
权融资、债权融资、期货、期权、储蓄、支付、结算

等金融服务类型ꎮ 正因为如此ꎬ现代农业供应链

金融生态系统反过来也融合了农业供应链系统

中的这些主体及其相互之间的交易过程ꎮ 在现

代农业供应链生态系统或农业供应链金融生态

系统要求主体组分多元ꎬ过程多样多种ꎬ包括合

作、竞争、学习、适应、创生、复制、传递、选择甚至

涌现等过程ꎮ 这样才能维持两种生态系统的生

产性ꎮ 从总体上看ꎬ金融生态系统作为一种生产

性系统ꎬ为金融服务需求者“生产”和提供各种

金融服务ꎮ〔８〕除了小部分金融服务提供属于该系

统的内循环运作ꎬ更大部分则是需要对接和满足

来自同样作为一种生产性系统的经济系统的需

求ꎬ也就是来自经济生态系统实体经济的需求ꎬ
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小农户和现代农业经营主体

的需求ꎮ 从金融功能理论的视角来看ꎬ金融系统

具有跨期转移经济资源、管理风险、便利清算支

付和结算支付、归集并细分资源、提供信息和解

决激励等六大功能ꎮ〔９〕 无论是农业供应链金融ꎬ
还是一般供应链金融ꎬ其金融生态系统特征越明

显ꎬ其履行的有关金融功能就越充分ꎬ对经济系

统中实体经济的服务就越充分ꎮ 我们还可以看

到ꎬ一个农业供应链金融生态系统也是最有效利

用各个供应链节点上的经济主体所掌握的分散

知识或局部知识ꎮ 根据哈耶克的分散知识论或

者局部知识论ꎬ大量知识属于散布在无数个体中

的涉及特定时空的特定情势的分散知识或者局

部知识ꎮ 而市场秩序是利用这些知识实现劳动

分工和知识分工、创造财富的最有效率的秩

序ꎮ〔１０〕 农业供应链金融运作实际上是根据财货

链的特点ꎬ从营造生态链和生态圈的视角对资金

链和信息链进行重新结构化ꎬ充分利用相关的分

散知识或局部知识ꎬ强化对供应链各节点有关农

业经营主体的金融风险控制ꎬ保障这些主体以及

金融机构的收益ꎬ可以把农业供应链金融运作视

为运用农村金融“局部知识”范式的范例ꎮ〔１１〕

农业供应链金融主要涉及农业供应链上的

经营主体从供应链内外部得到融资、结算、支付

等多元化的金融服务ꎬ以满足农业供应链上不同

融资主体的金融需求ꎮ 互联合约是农产品供应

链金融运作的重要依托ꎮ 互联合约把原先不同

时间、不同条件下进行的交易放在一个总的合约

下ꎬ一项交易的达成必须与其他所有交易的达成

互为条件ꎬ这种结构化的交易合约网络加强了参

加合约的交易主体之间的联系ꎬ降低了交易主体

与外界的联系ꎮ 由于降低了内部交易成本ꎬ互联

合同“内部人”之间往往会实行偏离市场价格的

“折扣”或“优惠”ꎬ从而对外界交易者形成交易

壁垒ꎮ〔１２〕而且ꎬ这种结构化的交易合约网络也能

有效规避金融风险ꎮ 比如根据一个合同ꎬ一家农

民合作社作为借款人往往不直接收取贷款ꎬ而是

由其生产资料供应商收取贷款ꎬ合作社获得的只

是从生产资料供应商那里收取到相应的生产资

料ꎻ而当核心企业(比如某家粮食企业)收到合

作社供给的粮食之后ꎬ按照合同把货款打入规定

的银行账户ꎬ银行根据原有合同条款扣下贷款本

息ꎬ把余款打给指定的合作社账户ꎮ 初看一眼ꎬ
似乎这种结构化的运作是一种外部强加的秩序ꎬ

—２３１—

　 ２０２０. １２学者专论



但实际上是对具有适应性的、有市场能力的主体

之间的生态链的发现、确认和强化ꎮ 这种情况在

供应链生态系统中是常见的ꎬ只是这种结构化有

复杂和简单之分ꎬ纳入结构化的生态链也有长短

之分ꎮ 较为复杂一点的农业供应链金融运作ꎬ比
如可以把信贷资金的发放与农业保险、保证保

险、再保险、担保资金和反担保等措施相结合ꎬ还
可以借助信息通信技术和数字技术来改善农业

供应链金融生态ꎮ
农业供应链金融之所以能够有效缓解供应

链上经营主体资金短缺、增强其流动性、控制金

融风险的问题ꎬ原因在于其天然具有的信息甄别

机制、偿贷激励机制以及抵押替代机制能有效解

决传统金融机构在开展农业和小微企业信贷业

务时所面临的获客难、风控难和定价难问题ꎮ 而

农业供应链金融的这些作用ꎬ与其具有以下特点

有关:
第一ꎬ农业供应链上参与者之间进行交易或

者借贷往往是重复博弈的过程ꎬ这是一种天然的

信息甄别机制ꎬ能够帮助贷款方有效获客ꎮ
第二ꎬ供应链金融都强调借款人是第一还款

人ꎬ即借款人有确定的未来收益ꎬ〔１３〕 有利于形成

有效的偿贷激励机制ꎮ 在订单农业或者垂直一

体化的超市供应链中ꎬ长期稳定的供应链交易关

系保证了一定数量的销售额ꎬ降低了价格波动风

险ꎮ 此外ꎬ核心企业会提供意在降低生产风险的

技术支持ꎬ这也会提高借款人的偿还能力ꎮ 同

时ꎬ借款人为了将来可以继续获得信贷和销售合

同ꎬ也会努力维持信誉ꎬ从而提高了还款意愿ꎮ
这种偿贷激励机制有效地提高了信贷的风控水

平ꎬ降低了借款人被动违约的风险ꎮ
第三ꎬ农业供应链金融通过提供嵌入交易网

络的动产质押可以弥补农业中小企业与农户抵

押物不足的缺陷ꎬ形成抵押替代ꎬ缓解逆向选择

和道德风险问题ꎬ并可以解决抵押交易成本过高

的问题ꎮ〔１４〕

第四ꎬ农业供应链金融存在形式多样性ꎬ从
而发挥不同的功效ꎮ 比如ꎬ农业供应链金融不仅

可以是内源性融资ꎬ而且可以是外源性融资ꎬ或
者两者的结合ꎮ〔１５〕在实践中ꎬ很多供应链金融兼

具内源性和外源性ꎮ 以基于订单农业的供应链

金融为例ꎬ农业供应链上的核心企业可以直接向

签订了订单的农户提供信贷(如赊销生产资料、
提供预付款ꎬ甚至直接借款等)ꎬ金融机构也可以

基于订单的抵押品替代特性而向签订了订单的

农户提供信贷ꎬ如果申请人的合理信贷需求较大

且满足发放贷款的条件ꎬ也可能核心企业和金融

机构均提供一定比例的贷款ꎮ 此时ꎬ农户参与的

订单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虚拟的抵押物ꎬ当然ꎬ接受

这种抵押与否ꎬ与放款机构和放款条款有关ꎮ〔１６〕

第五ꎬ农业供应链金融还可以区分为全链供

应链金融和局部供应链金融ꎬ两者均能有效改善

金融服务供给ꎮ 在全链供应链金融运作中ꎬ核心

企业作为供应链的组织者、管理者和最大受益

者ꎬ具有优化供应链整体财务安排、控制现金流、
与金融机构合作为供应链成员提供一揽子融资

解决方案的激励ꎮ 而在实践中ꎬ大多数供应链金

融仅覆盖供应链上某些环节经营主体的金融需

求ꎬ其他环节经营主体的金融需求通过自融资解

决ꎬ这就是局部供应链金融ꎮ 这种情况下ꎬ一方

面核心企业对上下游的控制力有限ꎬ缺乏足够的

动力与金融机构合作解决供应链整体的融资问

题ꎻ另一方面金融机构也难以有效利用基于核心

企业信用捆绑的偿贷激励机制和抵押替代机制

解决风控问题ꎮ 由于农业供应链上各环节经营

主体受到信贷约束的程度不同ꎬ在缺乏充分的金

融支持和有效的风险控制分散机制的情况下ꎬ集
中优先满足受到严重信贷约束的经营主体的信

贷需求ꎬ对于促进交易实现和推动农产品供应链

转型升级和提升生产效率尤为重要ꎬ因而在供应

链金融实践中ꎬ局部供应链金融作为一种合理而

高效的信贷金融解决方案而广受采纳ꎮ 因此ꎬ在
农业产业化背景下发展全链供应链金融的同时ꎬ
立足于解决局部供应链上大量中小微经营主体

“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局部供应链金融也应

该受到重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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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农业供应链金融的政策支持与发展现状

目前ꎬ随着我国推行乡村振兴战略ꎬ需要实

现产业兴旺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要求ꎬ农业供应

链金融服务的需求也随之大幅提升ꎬ甚至存在要

求把农业供应链金融服务视为金融服务的一大

支柱的势头ꎮ 与此对照ꎬ推进农业供应链金融的

政策措施相继出台ꎬ但是各地看到的农业供应链

金融运作则总体上少之又少ꎮ
(一)我国对农业供应链金融的政策支持

农业供应链金融独特的信息甄别机制、偿贷

激励机制和抵押替代机制能较好地解决金融机

构在开展支农支小业务中面临的获客、风险控制

和合理定价方面的困难ꎬ因而受到学界和业界的

关注和推崇ꎮ 近年来ꎬ中央层面开始重视供应链

金融在支农支小中的重要作用ꎬ出台了一系列政

策推动供应链金融发展ꎮ
具体而言ꎬ２０１３ 年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

组建了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ꎻ２０１６ 年 ２ 月人

民银行等八部委印发«关于金融支持工业稳增长

调结构增效益的若干意见»ꎬ提出大力发展应收

账款融资ꎻ２０１７ 年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印发

了«小微企业应收账款融资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９ 年)»ꎬ提出全面实施小微企业应收

账款融资专项行动ꎬ开展宣传培训ꎬ加强应收账

款融资业务的推广ꎬ发挥供应链核心企业引领作

用ꎻ２０１７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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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提出积极稳妥发展供应链金融ꎬ推动供应链金融

服务实体经济ꎬ有效防范供应链金融风险ꎻ２０１８
年«商务部等 ８ 部门关于开展供应链创新与应用

试点的通知»中提出ꎬ规范发展供应链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ꎻ２０１９ 年 ７ 月ꎬ银保监会印发«关于推

动供应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指导意见»ꎬ提出

金融机构应依托供应链核心企业为供应链上下

游链条企业提供融资、结算、现金管理等一揽子

综合金融服务ꎬ并坚持全面管控风险ꎬ既要关注

核心企业的风险变化ꎬ也要监测上下游链条企业

的风险ꎮ 这一系列的政策为金融机构开展供应

链金融业务指明了方向ꎬ也对其服务能力提出了

要求ꎮ 特别是 ２０１９ 年«关于推动供应链金融服

务实体经济的指导意见»明显强调了供应链金融

向全链供应链金融发展的趋势ꎮ
(二)各地推进农业供应链金融发展的状况

我国政府在推进供应链金融发展方面的政

策进展值得肯定ꎬ全国也出现了多种多样的供应

链金融模式ꎮ 但是ꎬ纵观全国各地的情况ꎬ无论

是农业供应链金融的运作ꎬ还是一般供应链金融

的运作ꎬ均呈现“雷声大ꎬ雨点小”的现象(见下

页表 １)ꎮ
表 １ 呈现了部分金融机构的供应链金融业

务情况ꎮ 由表 １ 可知ꎬ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城
商行、农商行和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

均有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ꎬ包括农业供应链金

融ꎮ 供应链金融产品以存货质押、应收账款质

押、订单融资、核心企业担保等类型为主ꎮ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ꎬ在线供应链金融发

展较为迅速ꎬ互联网金融公司和部分商业银行开

始积极打造自己的供应链金融平台ꎬ供应链金融

产品总体上越来越丰富多元ꎬ供应链金融供给总

体上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加ꎮ 这里也包括了农业

供应链金融产品供给ꎮ 但是ꎬ可以说ꎬ多数的农业

供应链金融服务有效需求没有得到满足ꎬ大量的

潜在需求也有待激活和作为有效需求得到满足ꎮ

三、我国现有农业供应链金融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国在出台农业供应链金融发展政策

与落实这些政策的具体实践方面均取得了较大

程度的进展ꎬ但是现有农业供应链金融运作仍然

存在着一些问题ꎮ
(一)农业供应链金融供给以全链供应链金

融为方向ꎬ但相应服务供给严重不足

随着农业产业化的迅速发展ꎬ中央和地方政

府逐渐强调全链供应链金融发展ꎮ 金融机构开

展供应链金融业务成为一种“规定动作”ꎬ很多

传统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机构以及供应链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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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部分金融机构的供应链金融产品和平台名称

资料来源:根据调研资料和各金融机构官网发布资料整理而来ꎮ

企业的农业供应链金融业务规模都在逐步扩大ꎬ
但是ꎬ农业供应链金融供给主要以全链供应链金

融为方向ꎬ且相关服务供给严重不足ꎮ 建立在高

水平供应链管理基础上的全链供应链金融具有

大型核心企业的信用背书ꎬ上下游中小微企业的

库存和应收账款更容易处置ꎬ因而质押的担保效

果相对更好ꎬ风险更可控ꎮ 很多金融机构纯粹依

循供应链金融政策执行惯性前行ꎬ以个别大企业

为核心企业开展全链农业供应链金融业务作为

形象工程ꎬ特别是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具有资

金价格优势ꎬ且有能力掌握核心企业的主要账户

交易流水账户等数据信息ꎬ仅为核心企业提供简

单的存货和应收账款质押融资就可以低成本、低
风险地做大额的全链供应链金融业务ꎮ

(二)局部供应链金融供给主体的激励不足ꎬ
也导致相应服务供给严重不足

在实践中ꎬ全链供应链金融更受青睐ꎬ局部

供应链金融产品相对较少ꎮ 相对于制造业而言ꎬ
农业领域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不健全、存货易变

质等问题使得农业供应链金融仍然面临较大的

偿贷风险ꎮ 由于各项法律制度建设有待健全ꎬ动

产质押担保和转让的权利不稳定ꎬ通过买进应收

账款或设定质押担保提供融资这一供应链金融

的基本操作方式难以实现ꎬ特别是农业供应链中

可用于质押的库存往往是易变质库存ꎬ应收账款

的兑付风险较大ꎬ一旦出现周转困难导致存货变

质ꎬ应收账款的付款期限变得不可预测ꎮ 同时ꎬ
局部供应链金融的适用环境中ꎬ核心企业对供应

链上下游成员企业的管理机制缺乏制度化的手

段ꎬ而供应链成员企业对核心企业的归属感也较

差ꎬ金融机构难以利用基于供应链的声誉效应和

违约成本的贷后监督和违约执行机制进行风险控

制ꎬ这弱化了库存和应收账款质押的担保效果ꎮ
有鉴于此ꎬ在实践中ꎬ大银行缺乏开发上下

游中小经营主体客户、提供局部供应链金融服务

的动力ꎬ只有某些中小金融机构在尝试开展局部

供应链金融业务ꎮ 由于供应链网络具有泛区域

性ꎬ而大多数中小金融机构是区域性的ꎬ中小银

行未必可以获得核心企业及上下游中小经营主

体的主要资金账户信息ꎬ因而无法了解企业经营

全貌和产业发展图景ꎬ此时供应链金融的信息甄

别机制、偿贷激励机制和抵押替代机制都难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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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作用ꎬ中小银行开展局部供应链金融的能力不

足ꎬ服务中小经营主体仍仰赖传统的尽职调查、
抵押担保等方法ꎮ

(三)农业供应链金融需求尚未充分激活和

满足

我国农业供应链仍处于转型升级的进程中ꎬ
总体上讲ꎬ这一趋势意味着农产品生产和流通方

式向规模化、专业化和资本化发展ꎬ供应链上的

各类经营主体都可能有旺盛的融资需求ꎮ 少数

大型企业作为对供应链上下游有较强的管理能

力的核心企业ꎬ通过多年积累的供应链交易信息

和新兴的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ꎬ与
金融机构合作打造全链供应链金融服务体系ꎬ有
效解决了上下游中小微经营主体的融资困难ꎮ
但是ꎬ全链供应链金融往往仅适用于较长较完整

的农业供应链和对供应链有很强控制力的核心

企业ꎬ其服务大多仅针对供应链上下游中小微经

营机构的某些特定金融需求ꎬ其终极目标是满足

核心企业的现金流管理需求ꎮ
在农业产业领域ꎬ更为普遍存在的是局部供

应链金融需求ꎬ它一般只涉及供应链上下游两三

家经营主体ꎬ即核心企业或小微经营主体上游的

采购商、原材料供应商以及小微经营主体本身ꎮ
而这类供应链金融的需求远远未得到满足ꎮ 小

微经营主体既受到供给配给带来的供给型信贷

约束ꎬ也受到需求压抑导致的需求型信贷约束ꎮ
从供应链金融的角度来看ꎬ供应链上下游中小微

经营主体受到供给型信贷约束是由于交易成本

较高ꎬ作为供应链金融供给方的金融机构和核心

企业缺少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的激励ꎮ 而由于

自身内部管理和财务制度不健全、土地房产抵押

物不足、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之间应收账款拖欠较

为严重、债权债务关系嵌套复杂等原因ꎬ这些中

小微经营主体长期遭受供给型信贷约束ꎬ其认知

和行为发生变化ꎬ调整生产经营规模ꎬ主动减少

甚至放弃信贷需求ꎬ从而产生需求型信贷约束ꎮ
这是局部供应链金融应该解决而尚未解决的问

题ꎮ

(四)农业供应链金融实践中对信息技术的

利用不足

随着供应链转型升级带来的多产业融合发

展、供应链延伸和供应链生态圈的扩大ꎬ供应链

上的经营主体及相互业务往来会越来越多ꎬ这会

形成非常多的新的委托代理关系ꎬ这其中必定存

在的操作风险、欺诈风险ꎬ意味着更多的信息不

对称ꎮ 因此ꎬ获取准确及时的信息是供应链金融

运行的第一要素ꎬ信息技术的充分利用是供应链

金融运行的重要保障ꎬ也应该是供应链金融业务

实现突破性发展的催化剂ꎮ 当前ꎬ尽管互联网、
大数据等信息技术迅速发展ꎬ但是ꎬ农业供应链

金融总体上对信息技术的利用能力不足ꎮ 除了

极个别实力强大的核心企业集团具有专门的信

息技术处理部门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本集团

供应链资金流、物流和信息流的闭环运行ꎬ大多

数局部供应链上的经营主体对信息技术的利用

能力非常有限ꎮ 金融机构、核心企业、物流公司、
电商平台等经营主体可能具有较好的信息技术

手段ꎬ但是他们各自应用的技术往往并不一致且

相互不能兼容ꎬ供应链金融中所需掌握的资金

流、物流和信息流无法实现及时有效的对接和比

照ꎬ这也导致农业供应链金融的风险控制手段一

直没有取得突破性的创新ꎬ难以有效提高供应链

金融服务的效率ꎮ
(五)供应链金融的生态圈不完善ꎬ相关配套

服务体系不健全

由于供应链上各经营主体之间具有高度关

联性ꎬ核心企业的风险会被放大为整个供应链的

系统性风险ꎮ 良好的风险控制机制需要完善的

供应链金融生态圈支持ꎬ它既包括作为金融服务

需求者的农业供应链上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

各环节经营主体ꎬ也包括作为金融服务提供者的

银行、担保公司、租赁公司、保理公司、贷款公司、
支付公司和互联网金融平台等各类金融机构ꎬ还
包括作为第三方服务机构的征信系统、动产评估

和抵押登记机构、动产处置机构、信息化服务平

台、财务管理咨询服务机构等ꎬ当然还包括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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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监管和执行部门ꎮ
然而ꎬ事实上ꎬ现有社会信用征集系统、信用

中介机构建设还在起步阶段ꎬ虽然中国已建立了

一批动产评估和抵押登记机构、信息化服务平台

和财务管理咨询服务机构等第三方服务机构ꎬ但
是ꎬ由于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相对滞后ꎬ监
管和执行部门对供应链金融的认识不足ꎬ监管能

力和引导能力有限ꎬ在实际操作中ꎬ完全按照法

律程序将库存、应收账款及其他动产作为质押担

保并在违约后执行的情况非常少见ꎬ这导致了实

际操作中供应链金融的预期损失不确定性较大ꎬ
加大了风险控制的复杂性ꎮ

近年来政府出台了一些供应链金融政策ꎬ但
还缺乏对小微企业量身定制的供应链金融政策ꎬ
尤其是缺乏推动流程化、快捷化和批量化小微企

业供应链金融服务的相关政策ꎮ 无论是中央、地
方有关部门还是绝大多数银行ꎬ还没有考虑如何

把对众多小微企业的供应链金融服务加以流程

化、快捷化和批量化ꎬ还没有考虑将这种供应链

金融服务提升到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问题、化解相关“三角债”的战略高度ꎮ 同时ꎬ也
缺乏地、市、县政府在协调管理供应链金融(尤其

是小微企业供应链金融)方面的积极参与ꎮ 此

外ꎬ银行对小微企业的供应链金融服务仍然少而

分散ꎬ多数银行缺乏组织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的

主动性ꎮ

四、供应链金融助力农业现代化的措施

上述分析表明ꎬ我国营造农业供应链金融生

态系统、满足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融资难” “融
资贵”问题还有着巨大的空间ꎮ 可以考虑采取如

下若干措施推动供应链金融助力农业现代化ꎮ
(一)营造有利于竞争和创新的金融市场制

度环境

随着农业发展方式和技术的创新ꎬ农业供应

链上不同经营主体的信息成本和资金成本会不

断变化ꎬ他们对供应链金融的需求偏好也会随之

发生改变ꎮ 从金融生态系统的视角看ꎬ单一的供

应链金融形式无法满足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各

类经营主体多样化的金融需求ꎬ需充分发挥供应

链内外部不同融资主体的优势ꎬ一方面充分利用

现有资源和技术条件积极促进全链供应链金融

发展ꎬ另一方面针对大量供应链上下游中小微经

营主体的局部供应链金融需求打造流程化、快捷

化和批量化的局部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ꎬ才能有

效地缓解供应链上各主体的信贷约束ꎮ
因此ꎬ应打造有利于竞争和创新的金融市场

制度环境ꎬ促进各类金融机构、类金融机构和供

应链上有能力的相关参与主体围绕农业供应链

金融创新ꎬ加大对供应链金融创新的支持力度ꎻ
同时ꎬ促进正规金融部门与非正规金融部门的联

结ꎬ实现双方在供应链金融领域的优势互补ꎬ全
面改善供应链上弱势群体的金融服务可得性ꎮ

(二)激活和满足供应链金融潜在需求

农业供应链金融是服务于农业供应链发展

的ꎬ供应链金融是供应链管理的一种策略ꎬ供应

链金融服务的效率也受制于供应链管理水平ꎮ
提升农业供应链管理水平是提高供应链金融服

务效率的关键ꎮ 全链供应链金融发展的基础是

实现较高的农业供应链管理水平和建立相对紧

密的上下游经营主体利益联结机制ꎬ而局部供应

链金融普及的基础是提高中小微经营主体的财

务管理能力和改善信用评估机制ꎮ
因此ꎬ应进一步鼓励延长农业供应链ꎬ发展

多种形式的供应链组织ꎬ提高产业链上经营主体

的组织化程度ꎬ使农业产业链各环节经营主体之

间形成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ꎻ同时ꎬ培育带动能

力强的供应链核心企业ꎬ鼓励和支持供应链核心

企业发挥整合农业供应链、提升农产品标准化水

平、利用供应链金融提高供应链管理效率、带动

供应链转型升级等作用ꎬ优化核心企业与供应链

成员企业的合作关系ꎮ 应积极鼓励农业供应链

上的中小经营主体发展ꎬ培育他们的发展能力ꎬ
提升各环节经营主体的专业化水平ꎬ引导和规范

各类经营主体的行为ꎬ培育农业供应链金融的有

效需求主体ꎮ 应充分发挥专业咨询机构、行业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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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等专业机构的作用ꎬ提升农业供应链核心企业

对行业市场风险的识别和预防能力以及对供应

链总体的现金流管理和优化能力ꎬ强化供应链金

融授信准入管理体系ꎬ规范供应链管理各环节操

作流程ꎬ提升对抵质押动产的动态管理能力ꎬ提
高农业供应链金融服务的效率ꎮ

同时ꎬ应适时出台试点政策文件ꎬ把推行流

程化、便捷化和批量化的小微企业供应链金融提

升为金融服务小微企业、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问题的一种战略ꎮ 还应充分调动地方政

府的积极性ꎬ鼓励地、市、县政府参与组建小微企

业供应链金融协会或联盟ꎬ建立各相关机构联动

机制ꎬ设计专门针对小微企业的流程化、快捷化

和批量化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ꎬ组建小微企业供

应链金融协调管理办公室负责系统管理工作ꎬ筛
选众多小微企业的合格投资项目ꎬ根据供应链金

融的风险隔离原则对每个项目的资金运行进行

结构化管理ꎻ对积极参与供应链金融运作的银行

提供中央银行再贷款资金ꎬ以鼓励银行的参与ꎮ
(三)提高农业产业链信息化水平ꎬ促进局部

信息的整合

农业供应链金融有效运行的核心在于依托

供应链上的核心企业建立信息系统ꎬ基于产业链

上各经营主体的金融需求ꎬ根据他们的财务状况

和历史信用ꎬ准确评估他们的信用ꎬ从而实现甄

别有效信贷客户、建立和完善供应链上全体成员

的资信体系和信贷担保服务体系、提供综合性的

资金解决方案的目标ꎮ 因此ꎬ提高农业供应链各

成员经营主体利用信息技术的能力ꎬ使供应链上

的信息流得以积累并形成有效的数据体系ꎬ促进

供应链上的各种局部信息进一步整合ꎬ使得各种

金融需求和供给实现及时有效的匹配ꎬ才能更好

地发挥供应链金融的信息甄别和合约执行机制

的优势ꎬ从而提高供应链金融服务的效率ꎮ
因此ꎬ应进一步加强在农业农村领域的互联

网、物联网设施建设ꎬ改善信息技术应用的软硬

件条件ꎬ并以核心企业为依托向供应链上下游全

部成员经营主体推广ꎬ全面提高农业供应链管理

的信息化水平ꎬ改善相关经营主体对信息技术的

可得性ꎮ 同时ꎬ应大力推动农村互联网技术和普

惠金融教育ꎬ充分利用互联网、手机通讯系统等

现代信息渠道ꎬ在农村和农业领域加强向相关从

业人员宣传和推广普惠金融知识ꎬ提高农业供应

链上经营主体对各类金融产品的认知水平ꎬ提高

他们对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ꎮ
(四)建立健全配套服务体系ꎬ构建良好的供

应链金融生态圈

农业供应链金融缓解中小经营主体信贷约

束的原理在于利用与供应链核心企业的交易关

系作为担保实现上下游中小经营主体的增信ꎬ这
在本质上使得中小经营主体的信贷违约风险转

移到了核心企业身上ꎬ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风险

的集中化ꎮ 良好的供应链金融生态圈能够确保

风险控制手段有效发挥作用ꎬ并在风险爆发时将

风险分散并化解ꎬ从而避免整个供应链系统性风

险的集中爆发ꎮ
因此ꎬ应加快完善相关法律解释ꎬ提高动产

抵押权的法律稳定性ꎻ积极推动构建良好的商业

信用环境ꎬ巩固如期履约的商业惯例和制度设

计ꎬ完善各类经营主体的信用信息采集和披露制

度ꎬ加快构建覆盖范围广、数据可信度高的信用

信息平台ꎬ降低供应链整体的操作风险和欺诈风

险ꎻ进一步完善动产评估、抵押登记和流转机制ꎬ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中介组织等多种经营主体的

积极性ꎬ完善担保、保险、租赁、保理、信息化服

务、财务管理咨询服务等相关服务体系ꎻ积极建

立和完善票据和应收账款的证券化和流动化市

场ꎬ推动农业供应链上各类动产的证券化水平ꎬ
降低农业供应链上动产质押价值的不确定性ꎬ提
高供应链金融的整体稳定性ꎮ

注释:
〔１〕３１１ 供应链研究院:«２０１９ 农业供应链趋势解析(二)农

业供应链金融»ꎬ搜狐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ｍ.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ａ / ２９５５７１６５１ ＿
１０００９３７６０ꎮ

〔２〕王曙光:«中国农业供应链金融的制度条件与模式创

新»ꎬ«农村金融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７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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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姜松: «农业价值链金融创新的现实困境与化解之

策———以重庆为例»ꎬ«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１８ 年第 ９ 期ꎮ
〔４〕有关供应链生态系统ꎬ参阅 Ｒｉｔａ ＬａｖｉｋｋａꎬＡｎｔｅｒｏ Ｈｉｒｖｅｎ￣

ｓａｌｏꎬＲｉｉｔｔａ ＳｍｅｄｓꎬＭｉｉａ Ｊａａｔｉｎｅｎꎬ“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Ｔｏ￣
ｗａｒｄｓ ａ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ꎬ ＩＦＩＰ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ＰＭＳ)ꎬＨａｍｂｕｒｇꎬＧｅｒ￣
ｍａｎｙꎬ２０１７ꎬｐｐ. ２９５ － ３０１ꎻＰｗＣꎬ“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２５”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ｗｃ. ｃｏｍ / ｇｘ / ｅｎ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 ｄｉｇｉｔａｌ － ｓｕｐｐｌｙ － ｃｈａｉｎ / ｓｕｐｐｌｙ － ｃｈａｉｎ －２０２５. ｐｄｆꎮ 有

关供应链金融生态系统ꎬ参阅深圳发展银行 －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供应链金融”课题组:«供应链金融———新经济下的新金融»ꎬ上
海:上海远东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１８５ － １９０ 页ꎻ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
ｎａｎｃ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ꎬ“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Ｇｕｉｄｅ”ꎬＮｏ￣
ｖｅｍｂｅｒ １３ꎬ２０１９ꎬｐｐ. １ － ８５ꎮ

〔５〕 有关适应性价值系统和共生关 系ꎬ参 阅 Ｙｏｏｎ Ｓｅｏｋ
ＣｈａｎｇꎬＨａｒｒｉｓ Ｃ. ＭａｋａｔｓｏｒｉｓꎬＨｏｗａｒｄ 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ꎬ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ｐ￣
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ｍｂｉｏｓｉｓ ｏｆ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ＩＣＴ ꎬＢｅｒｌ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ꎬ２００４ꎮ 有关适应性 商 业 系 统ꎬ 参 阅 Ｂｏｂ
ＢｅｔｔｓꎬＣｌａｕｓ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ꎬ Ａｄａｐｔ ｏｒ Ｄｉ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Ｙｏｕ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ｉｎｔｏ ａｎ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ꎬＨｏｂｏｋｅｎꎬ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Ｗｉｌｅｙꎬ
２００３ꎮ 有关商业生态系统ꎬ参阅 Ｊａｍｅｓ Ｆ. Ｍｏｏｒｅꎬ“ Ｐｒｅｄ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ｙ:Ａ Ｎｅｗ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ꎬ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 ꎬ
Ｍａｙ － Ｊｕｎｅ １９９３ꎬｐｐ. ７５ － ８６ꎮ

〔６〕〔奥〕卡尔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ꎬ刘絜敖译ꎬ上

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ꎬ２０１５ 年ꎬ第 ７ 页及其后ꎮ 奥地利学派的

财货概念ꎬ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产品”概念ꎮ 门格尔是这样定

义财货的:“一物要获得财货的性质ꎬ必须具备下列四个前提:
(１)人类对此物的欲望ꎻ(２)此物使得自身能与人类欲望的满足

形成因果联系的本身属性ꎻ(３)人类对此因果关系的认识ꎻ(４)人

类对于此物的支配ꎬ即人类事实上能够获得此物以满足其欲

望ꎮ”按此ꎬ面包、面粉、小麦、耕地、犁、劳务ꎬ等等ꎬ都是财货ꎮ 甚

至货币也一直是特殊的、销售力最大的财货ꎮ

〔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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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中国政府网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７ －
１０ / １３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２３１５２４. ｈｔｍꎮ

〔８〕冯兴元:«“三农”互联网金融创新、风险与监管»ꎬ«社会

科学战线»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ꎮ
〔９〕有关金融生态和金融功能理论ꎬ参阅〔美〕兹维博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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