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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联保的“网络融资”才是长三角融资

链的秘密。例如，在温州，一些不具备贷款资

格的小企业，它们通过相互担保，形成联保关

系网，并进一步增信，在此基础上从银行获得

成本较低的资金，支持了日常的经营。但硬币

的另一面是风险，这种完全基于乡邻关系所构

成的产业集群联保模式非常脆弱，一旦某一环

节发生断裂，它即会产生巨大的金融危机。

这种借贷担保和反担保曾被行业视为资金

杠杆放大的利器，哪怕个别公司出现经营风险

后，“同乡会”也会出面进行担保还清贷款。

但在经济不断下行的大背景下，这种平衡最终

被打破，贷款出现逾期情况后，成为担保人的

梦魇。在同乡频频失信下，行业大佬最终也陷

入了担保责任泥潭而无法自拔。

“联保模式”信用已破产，中小企业融资

出路在何方？有没有在经济低速发展的周期

里，既能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又能延

伸银行的纵深业务的双赢模式 ? 当宋华带着这

些疑问，扎根到珠三角进行调研，终于在深圳

找到了答案 :“供应链金融”由此浮出水面。

钢贸行业鼎盛时期，在沪钢贸企业从银行

的贷款规模曾达到 2000 亿元。某上海钢贸商

曾扬言：“我们在银行没有一分钱坏账。”但

是，2012 年中的“中铁物流事件”成为行业

急转直下的导火索……

据不完全统计，自 2012 年起，钢贸行业

因债务问题有超过 10 人自杀、300 多人入狱、

700 多人被通缉，导致的坏账规模近 100 亿美

元。产能过剩、经济危机、四万亿救市、“骗

贷”……在这次钢贸行业的大洗牌中粉墨登场。

这在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宋华看来，钢贸

行业的困局正是微观金融在中国发展的挑战，

这一挑战就是中国企业信用的缺失，钢贸行业

出现的问题主要是仓单重复质押、虚假仓单以

及联保造成，重复仓单、虚假仓单正是规则缺

失、信用缺失的表现，而联保也同样在整体信

用不足状况下摇摇欲坠。早在 2006 年经过深

入的对长三角产业集群的跟踪调研，宋华发现，

一些媒体所描述的，长三角中小企业的资金主

要来自于民间借贷、地下钱庄等高利贷渠道的

说法并不准确。

供应链金融是怎样炼成的
宋华：

学者一定是要怀着虚怀若谷的心态去做学问，像海绵一样，到一线调研，了解企业、
行业、产业结构。实践永远是伟大的，要带着一颗好奇心在不断地创新中探索背后
的理论。

文  |  本刊访谈主笔   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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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华

1969 年 1 月生，供应链金

融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商

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

师、副院长，兼任中国物

流学会副会长、北京现代

管理研究会会长、中国管

理现代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商务部市场运行调控专家

库专家、南开现代物流研

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等职。

    他主要从事物流与供应

链管理、特别是服务供应

链、供应链风险管理、企

业间关系与战略管理等方

面的研究。著有《服务供

应链》、《供应链金融》、《在

平的世界中竞争》等专著。

插画 ｜网中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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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三无三有”。即无强大资金、无强大资产、

无强大信用，但有订单、有技术、有抱负的中

小企业。这些企业客观上非常需要信贷的资金

支持，而商业银行又苦于它们条件不足而惜贷、

惧贷。不同于联保模式，处在供应链上的企业

一旦获得银行的支持，资金这一“脐血”注入

配套企业，也就等于进入了供应链，从而可以

激活整个“链条”的运转。

在供应链金融这种服务及风险考量模式

下，由于银行更关注整个供应链的贸易风险，

即便单个企业达不到银行的某些风险控制标

准，但只要这个企业与核心企业之间的业务往

来稳定，银行就可以不只针对该企业的财务状

况进行独立风险评估，而是对这笔业务进行授

信，并促成整个交易的实现。风险可控，银企

共赢，这正是宋华看重的。

作为中国供应链金融的权威专家，宋华却

始终认为自己是个“边缘人”。笔者在炎夏七

月的一天，来到位于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楼宋教

授的办公室，向他求索供应链金融是怎样炼成

的？

如同这骄阳似火的天气，宋华对供应链金

融的热情，感染着身边的人 : “我是个边缘人，

研究问题的方法不太随大流。比如研究供应链

金融，是基于大量的实地调研，用理论的视角

探索实践，反过来又用实践的成果去推动理论

的发展。”

“学者一定是要怀着虚怀若谷的心态去做

学问，像海绵一样，到一线调研，了解企业、

行业、产业结构。切勿带着理论的傲慢做研究；

也勿为只想着赚钱，陷入到企业经营的琐碎事

情中。实践永远是伟大的，要带着一颗好奇心

在不断地创新中探索背后的理论。”宋教授开

门见山说到。

“小心供应链金融概念过热，我们不要成

为伪创新的吹鼓手，更要留一份清醒。”在

软三元与边缘人
供应链金融是什么？先谈供应链，有一个

比喻十分贴切，一件商品在美国的零售价是四

元，其生产成本却仅为一元，要再降低成本，

实在困难，只有从另外的三元入手，即“软三

元”，这也是上下游各个环节的价值，包括产

品设计、原材料采购、物流运输、批发零售、

信息和管理等。

供应链金融则是商业银行利用货币以及供

求关系，围绕整个供需闭环的核心地位企业，

管理上下游中小企业的资金流、信息流、物流、

商流，并把单个企业的不可控风险转变为供应

链企业整体的可控风险，对其产业链上企业 ( 供

应商、分销商、零售商等 ) 进行资金支持，保

证其流通速度与效率的金融服务。

宋华形象地把供应链金融的融资对象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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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华形象地把供
应链金融的融资
对象概括为“三
无三有”。即无
强大资金、无强
大资产、无强大
信用，但有订单、
有技术、有抱负
的中小企业。

的升级。我非常愿意下农村，到村野田间，调

研和了解一条真实的农村电商供应链。”宋华

说。

谈起宋华独特的调研方法，非常有意思。

可以拿“李时珍尝百草”的故事来借喻。李时

珍为了完成《本草纲目》，翻山越岭，不畏艰

辛，搜罗百氏，采访四方，不论是种田的，捕

鱼的，砍柴的，打猎的均是他的老师。他并不

满足于走马看花式的调查，而是 “一一采视，

颇得其真”，“罗列诸品，反复谛视”； “行

万里路，尝百草药”。

宋华为写作《供应链金融》，只身来到浙

江临安农村，阡陌间和老乡访谈，调研村淘供

应链金融。从宋华撰写的基于农村样本调研报

告来看，村淘供应链总结起来就是“淘生活”

和“淘创业”两个部分。

 村淘在每个村建立了“岗楼”。岗楼里

的“村代表”帮助农户来管理和下单，并激活

本村的生态。在这个过程中，物流组织由菜鸟

对接，供应链金融由蚂蚁金服旗下的“旺龙付”、

“旺龙保”、“旺龙贷”来实现。

宋华还跟踪了一个村淘项目“易果生鲜”，

用场景生动地说明供应链的流程。易果生鲜有

一个重要的采购基地——甘肃猕猴桃果园。村

淘就会到这里建立果蔬合作社，并由蚂蚁金服

的“旺龙贷”提供生产资料的贷款资金；而“旺

龙保”则为农机等生产资料提供保险；同时，

这里生产的猕猴桃可以通过天猫平台卖出去，

果品的采购合同可以拿来，继续融资，这是一

个闭环的完整村淘供应链金融模式。

“宋氏调研法”会把调研的每一类供应链

模式绘成流程图，而绘图的步骤是这样的：首

先理解产业中每个主体的痛点；再根据这个痛

点设计交易结构的流程；最后考虑节点之间

怎么连？连了之后的互动是什么？创造什么价

值？如何控制风险？当把所有的这些元素想清

2012 年开始的互联网金融热潮中，到处是对

P2P 金融创新的吹嘘声，而宋华此时却冷静地

发现有些互联网金融公司在挣“快钱”，不但

网站公示的是虚假备付金信息，而且资金去向

不明确。他顶住压力，批判某些 P2P 模式的本

质是在非法集资，是金融的伪创新。同样对于

当前社会上出现的“伪供应链金融”的现象，

宋华仍感到切齿拊心。

“记得之前在上海参加一个供应链金融的

研讨会上，席间一位发言人大谈套利套汇是供

应链金融的重要内容，声称这是企业可以获得

收益的重要途径。当时闻悉这些语言后，我痛

心疾首，拍案而起。如果金融不能服务于产业，

哪怕冠以再绚丽的辞藻，也是昙花一现的泡沫，

终究会危害企业和社会 !”

“近期我正在向决策机构提交一份报告，

第一条建议即是尽早研究和规范供应链金融法

规，防范当中的风险。比如供应链金融中，监

管和监控到底如何界定；质押和抵押的规范公

示问题；仓单的电子化，如何保证流动过程的

标准化等等，这就需要把政府数据和行业数据

整合起来，建立社会化的信用平台。”宋华激

动地说。

站在更高的一个层面讲，供应链金融是连

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桥梁。公

正制定规则、公正分配资源、公开社会信用，

“三公”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方向；有

了“三公”的环境，需求侧就会自发地优化整

合产业链，让市场发挥出强大的力量。在农村

电商供应链金融的实践方面就有成功的案例，

这也是宋华教授调研的一个生动场景。

宋式调研法
“供应链金融与其说是金融，更不如说是

通过金融来优化供应链，中国农村小、散、乱

的市场，正是需要通过供应链来重新打造产业

左图  宋华教授在中国人民

大学的办公室中，整理新

书《互联网金融供应链》

的稿件，即供应链金融 3.0。

这是在平台建设上搭建了

跨条线、跨部门、跨区域的，

与政府、企业、行业协会

等广结联盟，物联网和互

联网相融合的金融生态平

台，是基于云计算和大数

据创建金融生态系，让金

融能真正服务于整个供应

链的各类主体，推动商业

生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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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种新的状态迫使我必须要进行探索。这

也是为什么我在写完《供应链金融》最后一章

后，又把触角深入到《互联网供应链金融》这

个 3.0 模式中的原因了。”宋华深情地讲。

做学问的动力亦来自三位人生老师对宋华

的影响。第一位老师是宋华的父亲宋文尧先生，

他传授了一颗“好奇心”。“我的父母都在中

科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工作。父亲培养我

的一个特征，从来不告诉我答案是什么，自己

去探索。”

第二位老师是宋华在中南财大的硕博导师

彭星闾先生，他教授了用更广博的多角度去思

考问题。“我读的是管理学，但是他让我把诺

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书都看了一遍。武汉，

彭老，40 多度的高温，六七十岁的老头，把

几个方桌一拼，打着赤膊盘坐在书桌上看书的

情景，我永远不会忘记。”

第三位老师是宋华在日本京都大学读博士

后的导师近藤文男先生，他教授了“严谨”二

字。“我第一次做学术报告的时候，中间有一

段缺陷，他就问证据推演是怎么来的 ? 然后严

厉地骂了我一顿，要求必须现场实践调查。实

地调研的原则也是从那时树立的。”

如今，宋华身为人师，他继承和发扬了三

位老师的精神，在课堂上除了传递给学生精神、

态度、严谨之外，还有最新的知识。宋华教授

的课件坚持在每堂课都会有更新，这是缘于他

不知疲倦的大量调研，获取到最新鲜的案例。

有个数字细节 : 宋华每年实地走访，深度调研

的企业有 30 多家；会接触到 300 多家企业的

最新信息，并画出几百张供应链的分析图表，

就是为不断跟上新经济、新模式的脚步。

“每写一本书就是一个小小的遗憾的产

生，这个遗憾又推动了下一本书的诞生，研究

无止境，我觉得这就是学者该干的事。”宋华

最后淡然地说道。

楚了，流程图自然会诞生。“供应链的核心不

外乎是：第一结构、第二流程、第三要素。”

宋华总结道。

互联网供应链金融是宋华调研的最新成

果。如果说供应链 1.0 是以核心企业为主，开

发其上下游融资、结算、理财的金融服务；到

了 2.0，则是利用成熟的 IT 技术建构平台，连

接了供应链当中所有的参与者，实现商流、物

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归集和整合，为特定的

供应链主体提供综合的在线融资结算和投资理

财服务；那么，3.0 的互联网供应链金融则是

更广义的平台和生态，跨线条、部门、区域，

与政府、企业、协会广为联盟，互联网和物联

网相结合的金融平台，它是互联网、物联网供

应链金融。

“1.0 供应链金融实现的目标叫做‘我的

就是我的’；2.0 叫 ‘既是我的也是你的’；3.0

称‘我的也是你的，你的更是你的’。比如京

东金融做的京小贷、京东众筹、京东白条，供

应链为金融提供了场景，但是反过来金融活动

又带动了金融生态的形成。这也是我正在写的

《互联网供应链金融》这本新书的主要内容。”

宋教授谈到新书时，两眼炯炯有神。

约书灯火下
在《供应链金融》的自序中，宋华写道：

“文人作文，如妇人育子，必先受精，怀胎十

月，至肚中剧痛；及时动思妙想，胎活矣大矣，

腹内物动矣，心窃喜。至有许多话，必欲进发

而后快，是创造之时期到矣。”

“写书的过程是一个煎熬的过程，基本上

每天晚上都在灯火下，都在失眠，脑海中不停

地思考着各类的链条图。当时写完这本书后，

我觉得整个人的精气神已经耗光了。但是，当

我封笔，画上最后那个句号的时候，就是我开

始后悔的时候，为什么？因为新的实践又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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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金融与其
说是金融，不如
说是通过金融来
优化供应链，中
国农村小、散、
乱的市场，正是
需要通过供应链
来重新打造产业
的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