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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条件的企业要突出行业“链长”优势，合理借助上下游业务、资金等信息，发挥数
据和服务支撑作用，引入优质金融资源，搭建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

文  |  沈浪

大公司构筑新“护城河”
介入供应链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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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谈到供应链金融，

人们总是将其直观地理解为金融扶持实体经济

的方式之一。其实，这种观点存在巨大的误解，

远远低估了供应链金融的价值，同时制约了供

应链金融的发展与壮大。

“核心企业”的顾虑与野望
不论是最传统的“1+N”还是后来衍生出

来的“N+1+N”“N×N”等模式，主流的供

应链金融模式都离不开核心企业，这是因为金

融机构虽然坐拥大量资金，但直接对接中小企

业存在不小难度，这些用户的实力普遍较弱，

而且各种财务数据不够透明、真伪难辨、可靠

性低、贷后管理难度高，对金融机构的风控能

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核心企业弥补了这一真空，他们掌握着成

千上万合作伙伴的诸多关键数据，除了基本的

工商信息，还包括财务状况、信用情况、偿付

能力和每一笔交易的信息。比如，一家大型制

造商的合作伙伴涉及海量的上游供应商、下游

分销商和零售商；一家大型零售商要和众多供

应商开展业务合作，并且掌握着这些合作伙伴

最翔实的订单数据。有了如此丰富的大数据，

任何一家金融机构都可以为这些中小企业制订

出个性化的信贷产品。

业内人士表示，大型制造类企业做核心企

业时，在账期、付款等方面都表现得很规范，

能把这部分的授信额度赋予他们非常稳定的供

应商，合作伙伴之间的互信程度也比较高，非

常有利于供应链金融业务的开展。

当前，供应链金融正在快速发展，已经涵

盖汽车、煤炭、钢铁、化工、有色金属、电子

电器及物流行业等。一部分大型企业表现得不

够积极，不愿意充当核心企业：有的嫌麻烦，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的担心合作伙伴出现问

题，影响自己的信用。

还有一部分大型企业则选择自己做供应链

金融生意。

美的、小米、格力、海尔等公司都建有供

应链金融平台。这种现象在电商平台中更加流

行，从阿里巴巴、京东到拼多多，几乎所有主

流购物平台都有自己的供应链金融解决方案。

这些大型企业热衷自建供应链金融平台，

帮助合作伙伴解决融资难题并非优先考虑项

目，赚钱才是第一位的，重要原因是地位不对

等——供应商与大型企业的合作都涉及账期的

问题。对供应商而言，生意做得越大，资金占

用越多，承受的压力越大。如果强势的大型企

业建立一个金融平台，就很容易使供应商以贷

款的形式回收自己应得的货款。

不过，这样的供应链金融似乎容易被供应

商认为多多少少有一点“不顾吃相”。如果由

第三方金融机构主导会好得多，在此过程中，

大型企业通过提供大数据服务会获得一定的回

报，也可以摆脱赚取“最后一枚铜板”的猜疑。

供应链金融的隐形价值
任何一个有抱负的大公司都不应该放弃供

应链金融业务，而应该主动跟金融机构合作，

打造领先的供应链金融解决方案，帮助合作伙

伴做大做强。今年年初，国务院国资委印发《关

于推动中央企业加快司库体系建设 进一步加强

资金管理的意见》提出，有条件的企业要突出

行业链长优势，合理借助上下游业务、资金等

信息，发挥数据和服务支撑作用，引入优质金

融资源，搭建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

事实上，大型企业介入供应链金融不仅符

合国家扶持实体经济的战略方针，也可以借机

构筑自己的“护城河”。当一家企业做到一定

程度后，除了必须在管理、产品、技术、营销、

战略等方面做得比竞争对手更好，上下游产业

链的竞争力同样不容忽视。

最极端的例子是，在过去两年的缺芯大潮

中，所有消费电子、新能源汽车品牌都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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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影响，苹果、特斯拉却成为不多的几个例

外，几乎保持了全量供应，这主要得益于其稳

定的供应链。有人可能会说，这是因为库克、

马斯克的采购量足够大，台积电、三星、德州

仪器、英飞凌不得不对超级 VIP 客户优先保障。

这只能解释一部分，对于规模较大但又无法跟

苹果、特斯拉相提并论的企业来说，打造最强

供应链，提高合作伙伴的抗风险能力、改进双

方的关系确实非常重要。

更为常见的是，我们经常看到许多企业热

衷于高喊共赢的口号，实际效果却非常有限，

原因在于喊口号的一方与听口号的一方互不相

信，采购方与供应商都习惯于追求自身利益最

大化，很少顾及对方挣不挣钱。供应链金融为

大型企业提供了一个重要机会——不需要付出

额外成本就可以改善双方关系。

中小企业的最大问题是在生产经营中，受

到经营周期和其他因素的影响，预付账款、存

货、应收账款等流动资产占用大量的资金。在

供应链金融模式中，核心企业将自己的信用扩

展到节点企业（中小企业）并相应地提升节点

企业的信用，帮助他们通过货权质押、应收账

款转让等方式从银行取得融资，盘活中小企业

资产，将有限的资金用于业务扩张，从而减少

资金占用。

当核心企业帮助中小企业提高资金利用

效率时，后者不至于不念前者的情。更重要

的是，当合作伙伴做大做强后，抗风险能力

提高了，核心企业的供应链保障能力必然也

随之提高，反之亦然。否则，任何一个合作

伙伴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到订单的履约能力，

核心企业不得不寻找替代方案，机会成本与

时间成本很大。

当然，大型企业在作为核心企业参与整个

贷款过程为节点企业提供信用担保，承诺回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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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信息整理



59MEGA FINANCE   2022  10

质押货物、承诺付款，保证整个供应链畅通的

同时，也不能做甩手掌柜，应该对节点企业（中

小企业）生产中的各个环节进行监督，从而有

效地提高节点企业的还款能力和意愿，从而降

低违约风险。

最近几年，受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反复与国

外局势动荡的叠加影响，依靠资本扩张带动的

粗放式经营受限，中小企业更是“压力山大”，

亟待扶持。在产业分工越来越精细，产业集群

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大型企业通过聚焦主业

实现内生增长，利用供应链金融实现跨越式成

长很有必要。

比亚迪运作“迪链”
在刚刚过去的 9 月份，比亚迪卖出了 20.13

万辆新能源汽车，同比增长 183%，单月销量首

次突破 20 万辆大关，其中，海外销售新能源乘

用车 7736 辆。今年前 9 个月，该公司新能源汽

车累计产销分别为 119.16 万辆、118.01 万辆，

同比增长 249% 和 250%。值得注意的是，在第

三季度，比亚迪的新能源汽车销量已近 54 万辆，

同期特斯拉交付了 34.4 万辆，这意味着中国新

能源汽车“一哥”的销量已超过后者近 20 万辆，

登顶全球新能源汽车销售排行榜。

厚积才能薄发。比亚迪之所以能取得如此

业绩，与其深厚的造车行业积淀、强大的供应

链金融控制能力不无关系。

早在2018年11月，比亚迪就推出了“迪链”。

这是一种由比亚迪集团成员企业签发给供应商

的电子债权凭证——指付款人根据平台业务办

理规则成功签发的、显示基础合同项下付款人

与基础合同交易对方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电子

记录凭证。

“迪链”问世后，受到了供应商的欢迎。

签发规模从 0 到 100 亿元，迪链用了大约两年

的时间，此后便进入快速增长时代，仅仅两个

月就从 100 亿元变成了 200 亿元。截至 2022 年

1 月，迪链总签发规模已超过 1000 亿元，服务

供应商企业超过 1 万家，签发笔数在 10 万单以

上。

“迪链”的创新体现在，以真实的贸易背

景为基础整合供应链企业，通过核心企业或其

成员企业对供应商应付账款进行债权确权，确

权后的债权使得中小企业能够轻松获得银行等

资金提供方的信贷支持，也可以便捷地在迪链

供应链信息平台上实现全线上流转，当合作伙

伴需要资金周转而应收账款又没有到期时能轻

松变现。

今年 4 月底，比亚迪上线了重构后的“迪

链”供应链信息平台。新平台界面更加友好，

业务更加多元，信息更加安全，对接资金方除

了集团的保理公司，也包括工商银行、建设银

行、农业银行、中信银行、中国银行、民生银行、

浙商银行等国有商业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

银行，成为聚焦供应链金融生态、助力绿色能

源产业发展的一个典型。

不久前，“迪链”供应链信息平台的部分

金融产品再次下调融资费用，整体融资成本最

高下调达 0.4%。在现有的数字债权凭证基础上，

“迪链”平台还上线了现金折扣产品，用户没

有账户限制，无需合同发票，无需签收“迪链“凭

证就可以享受到超低的折扣率。

截至 2021 年年末，比亚迪应付票据余额为

73.31 亿元，应付账款余额为 731.60 亿元，应

付账款是应付票据的近 10 倍，这意味着比亚迪

通过“迪链”产品有效地推动了产业支付结算

生态的构建，各类供应商的资金链稳定高效运

行，助力比亚迪能够超越特斯拉，拿下全球新

能源汽车“一哥”的宝座。

在产业分工越来
越精细，产业集
群化加速推进的
背景下，大型企
业通过聚焦主业
实现内生增长，
利用供应链金融
实现跨越式成长
很有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