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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基于 279 份调查访谈样本，通过 Logistic 模型对基于金融科技视角的商业银行供应链金融风险展开

分析。经研究得到结论如下: 供应链金融风险的产生会对公司赚取利润的能力产生抑制作用。具体而言，公司

赚取利润的能力与其资金和资本增值能力有关，直接影响着该公司的偿债能力。因此，可以认为当公司的金融

风险较大时，在某种程度上说明该公司的盈利能力出现了问题。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供应链金融渐渐成

为企业融资的重要形式，意味着商业银行跟供应链企业的协同合作与信息共享将会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有效

动力。基于研究结论对商业银行的风险管控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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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科技

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的数量突破了 20 万

家，可以看出，我国中小企业的队伍越来越庞大。
如何提升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效率及规模

是政府、实务界、学术界等一直关注的重点问题之

一。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为了能够激发经济活力，

促进就业，世界各国鼓励中小企业发展，我国出台

了多种优惠政策鼓励中小企业。在这样的大背景

下，商业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了多种信贷产品，并

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在整个供应链中，商业银

行围绕其核心的企业，调整供应链上下游中小企

业资金流通和信息流通，采取化个体为整体的方

式，降低供应链上的单个企业面临的风险，将风险

调整到最低。
正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就是供应链

金融上的关系。2021 年 1 月以来，我国各地方纷

纷实施新的商业银行供应链金融政策，如 2021 年
1 月，为了加强供应链金融的基础配套设施建设，

上海票据交易所发布了供应链平台接入原则和流

程规则; 2021 年 2 月，银保监会发布了《互联网保

险业务监管办法》，从根本上稳固供应链金融发

展; 2021 年 5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

部、财政部以及人民银行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

做好 2021 年降成本重点工作的通知》，要求全面

优化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并创新商业银行供应链

金融服务模式。从这些文件不难看出，商业银行

供应链金融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

响。［1］近几年，经济环境的不稳定，中小企业面临

的压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融资难。中小

企业要发展，必然需要大量的资金来保障，但中小

企业在融资的过程中，难度较大。二是商业贷款

产品和形式多种多样，在一定程度上虽然能够缓

解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但是很多贷款凭借高

利息，让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不堪重负。这就要

求商业银行应最大限度发挥其调节和管控的作

用。
现阶段，商业银行在供应链金融方面的管控

问题已经深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但随着金融与

大数据、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等科技技术的不断结

合，也催生了新的供应链金融风险的产生。［2］［3］在

金融领域，所谓的金融科技，通常指的是 Financial
( 金融) 和 Technology ( 科技) 的结合体，也即 Fin-
Tech。从严格意义上来讲，FinTech 涵盖了支付清

算、数字货币、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智能投

顾、智慧合约等诸多科技与金融行业。金融科技



为商业银行供应链金融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但

也要看到金融科技为商业银行供应链金融带来的

风险。陈红和郭亮认为金融科技的风险主要包含

金融科技合规风险、操作风险、信用风险以及法律

风险，其中操作风险和信用风险会直接影响到商

业银行供应链金融的发展; ［4］杨文捷等人通过对

金融科技发展展开研究，提出金融科技发展中的

风险指数对商业银行供应链金融承担风险具有正

向的影响。［5］虽然，已经有学者对于金融科技风险

的概念以及金融科技风险的影响开展了研究，但

是目前的研究对于金融科技的指标体系没有明确

的概念，这是当前对于金融科技研究的缺失部分，

因此，本研究着重于建立金融科技风险的指标体

系，以为后面的研究提供借鉴意义。
本研究从金融科技视角入手，通过对区域内

的 10 家中大型商业银行进行调查问卷及访谈等

方式，构建了供应链金融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同时

利用德尔菲专家法及层次分析法确定了各指标的

不同权重。随后通过构建 Logistic 模型对商业银

行供应链金融风险进行实证回归分析，研究金融

科技等参数对商业银行供应链金融风险的影响程

度。在此基础上，重点结合金融科技手段及未来

金融发展趋势，提出商业银行供应链金融风险的

防控措施及手段。本研究成果丰富了金融风险管

控理论及供应链管理理论，同时为产业界及金融

行业提供对应规避风险的政策建议，促进国内银

行供应链金融的健康有效发展。
一、相关文献综述

( 一) 供应链金融风险

供应链金融通常定位为以应收账款承购业务

( Factoring) 为基础核心，以上下游交易的订单、验
货、发票、付款通知，分别导入订单融资、验货后融

资、应收账款融资、预约付款融资，整合成为供应

链金融，此基础上将供应链金融的内涵丰富为: 所

谓的供应链金融就是银行将核心企业和上下游企

业联系在一起，提供灵活运用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的一种融资模式。一个特定商品的供应链从原料

采购，到制成中间品及最终产品，最后由销售渠道

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将供货商、制造商、分销

商、零售商、直到最终用户连成一个整体。供应链

金融是将资金流与供应链管理互相整合，在各个

交易环节为企业提供商业贸易服务产品和提供融

资服务。同时供应链金融是一种在买方为核心的

供应链关系中，优化资金的可得性和成本。主要

是以在供应链中的核心企业为出发点，提供资金

给其上游融资困难的供货商，阻止供应链崩溃问

题，或提供银行信用给予其下游经销商，增强对核

心企业的商业信用购买力，稳固核心企业与下游

经销商的长期供应链合作关系。
随着供应链金融的不断发展，跟科技手段不

断结合，供应链金融的发展趋势逐渐在线平台化，

同时带来的风险也逐步增加。近几年，关于供应

链金融风险管控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

面: 首先，结合大数据来分析供应链金融风险的判

定技巧。供应链金融通过互联网信息整合物流、
商流、资金流、信息流等流信息，从市场交易行为

轨迹分析履约状况和信用评级等，同时运用大数

据观察履约行为来判断信用能力，预测客户行为

和风险控制比从传统的财务报表分析更接近真

实、准确和客观。［6］周茜等人对科技型小微企业信

用风险展开分析，并提出对供应链金融做出准确

预判，应将供应链金融中相关利益主体集中起来，

并搭建信用风险管控模型，以此来提高商业银行

对科技型小微企业信用风险的管控能力。［7］其次，

从供应链金融的风险要素着手，分析其风险管控

方法。做好供应链金融风险管控，首先要了解供

应链金融风险问题，朱猛进认为，在数字经济时

代，供应链金融风险主要包含三个要素，即信用风

险、操作风险以及市场风险，［8］针对每一种风险，

给出相应的管控对策; 金香淑等人从收益共享—
双向期权契约的角度对供应链金融风险控制问题

展开分析，认为供应链中，商业银行要降低自身面

临的风险，要讲分销商、零售商等收益比例纳入评

估对象; ［9］最后，结合供应链金融市场前景，对未

来供应链金融面临的风险进行预判，提出新的风

险管控办法; 张婉荣和朱盛萍认为未来供应链金

融市场面临的风险不仅多元化，处理不当更容易

造成风险的积聚。［10］未来银行如何发展跨业与跨

境的电子化供应链生态圈是金融科技浪潮下的重

要挑战，未来银行设计的重点除了如何吸引大规

模的客户，为控制虚假交易产生融资舞弊和犯罪

风险也是重要课题。
( 二) 供应链金融风险测度

供应链金融通过供应链物流、资金流、信息流

的整合运用，取代中小企业本体的评价，核心厂商

若不愿意充分揭露与上下游厂商的经济活动信

息，供应链交易真实性是难以查询，同时由于供应

链的经济活动跨企业、跨银行、跨国无法追踪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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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风险和道德风险，银行只能将风险控制建立

在存货和应收账款的价值。因此，随着供应链金

融服务模式的不断扩大，对应风险也不断增加，特

别是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下行，供应链中的金融

风险也成倍增加，陆岷峰提出供应链金融的风险

管理架构，［11］并通过信息系统的辅助，监视供应链

金融交易中的各环节，以期满足买方、卖方与商业

银行服务商三赢的商业经营模型; 李健等对供应

链金融的现状及发展趋势进行综述分析，［12］并针

对供应链金融业务中的风险因素进行探讨，通过

建立风险因子模型及权重分析，得到影响供应链

金融风险的关键因素，同时针对供应链金融不同

的业务特色进行比较分析; 郑昱和张凯夕通过分

析期货质押融资的案例，［13］将供应链多方企业风

险予以量化，建立以金融机构、物流企业、融资企

业三方合作构成的风险控制平台。银行与核心企

业、第三方物流企业合作追踪和检测供应链交易

的真实性，通过整合信息流、资金流、物流等信息

来监控供应链系统的全盘经济活动，纪录多方企

业的历史事务数据、对核心企业偿债能力变化进

行风险评估，并获得中小企业的资金用途及财务

状况，降低贷款资金被挪用的风险和贷款违约率，

及观察供应链系统的商品市场供需波动、产品流

动性的景气状况，［14］以整体供应链系统角度决定

融资决策; 赵成国等在对供应链金融风险研究中

指出，［15］银行若只对同一行业的核心企业及上下

游来推展，将产生授信过度集中风险，供应链系统

成员面临相同各式风险，供应链上风险会扩散传

染，加上信息不完全及供应链系统成员彼此利益

冲突等因素，威胁供应链之健全性及风险承受能

力，也危害银行的获利能力和金融市场的稳定。
贷前、贷中和贷后的监督作业设计如果存在缺陷

不能得到适当管理和正确判断，作业人员、信息或

外来事件将引发作业风险，造成供应链金融的信

用风险误判。［16］银行的监督作业对影响核心企业

偿债能力的重大事件不敏感，对上下游非正常商

业交易关注度不够，银行间信息沟通不实时，造就

缺乏有效的风险预警和退出市场机制，往往要到

消息见报或企业倒闭时才有债权保全的动作，市

场退出不迅速。针对以上现象，学者给出了针对

供应链金融各环节的风险规避策略。［17］常晶在研

究中指出，［18］供应链金融是以交易真实性隔离信

用风险，交易真实性以交易的货物、销货的应收账

款、交易流程及商品价格的调查技术进行相关监

督作业，对供应链金融风险的研究是建立在对供

应链的物流、现金流和信息流的大数据分析，并早

期认识供应链上成员背景及经济活动行为，从而

预防贷给诈骗客户的道德风险，［19］同时要在各环

节监控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并和第三方机构合

作去执行监测，因此，评估中小企业的供应链金融

信用信息远比传统评估信用信息方式要投入更多

信息整合成本，需要信息成本投入和作业流程的

改变。
( 三) 文献评述

综合以上研究文献可以看到，学者针对供应

链金融及风险测度等方面展开了大量研究，聚焦

于供应链金融环节中的各项风险关键因素，并给

出对应的防范策略。这些文献在理论方面，主要

侧重于模型的构建和影响因素的分析上，在实践

方面，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评价方法仍以

基本的财务指标和财务报表相结合的评分法为

主，对供应链金融信用风险评价模型的构建仍有

待于不断优化。同时随着目前供应链金融与科技

手段的不断结合，如何在新的金融科技背景视角

下，探讨供应链金融中存在的风险因素以及金融

科技对供应链金融的影响成为目前亟待研究的关

键问题之一，同时也是目前学者鲜有关注的研究

视角，这也是本研究的重点讨论内容，通过问卷及

专家访谈形式，应用德尔菲分析方法，给出供应链

金融风险的评价指标体系及相关重点影响因素，

并根据指标体系进行实证回归分析研究，进而给

出对应的政策建议，对供应链金融的良性发展提

供借鉴参考。
二、商业银行供应链金融风险评价体系构建

( 一) 指标构建和权重分析

本研究对于指标的构建主要参考了刘德红和

田原对供应链金融指标的研究，［20］同时也结合了

与公司企业财务状况有紧密联系的相关指标进行

解释变量的构建。其中，一级指标为公司财务相

关的指标，包括: 偿债能力、经营能力、盈利能力以

及发展能力四项。还有金融科技相关的平台交易

指标。二级指标的构建中，偿债能力分别包括: 流

动比率、速动比率、现金比率、资产负债率、利息保

障倍数; 经营能力包括: 总资产周转率、应收账款

周转率以及存货周转率; 盈利能力包括: 总资产报

酬率、净资产收益率以及营业利润; 发展能力包

括: 净利润增长率、营业利润增长率以及净资产收

益率增长率等。指标的构建之后，再通过对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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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领域专家的访谈给出了具体的金融指标的权

重，具体如表 1 所示。
对表 1 中的金融指标数据来自于对专家的访

谈后给定的权重比例。其中，专家主要有银行负

责供应链金融业务的高管及高校从事供应链金融

的教授组成，由每个评定人员给出对应的各指标

权重，再对这些结果进行均值计算及归一化处理，

最后得出相应的权重终值。同时结合层次分析法

给出关键目标层，建立相关准则，进而确定对应的

指标体系。从表中可以看到，一级指标的权重结

果与本研究后面的调查问卷的指标占比结果基本

一致，盈利能力指标的权重最高，其次是经营能力

指标的权重，随后是发展能力指标、偿债能力指

标、平台交易指标的权重，从二级指标风险来看，

营业利润的权重最高，其后为净资产收益率等，这

说明盈利能力与风险的控制有着较高联系。
表 1 供应链金融指标

一级指标 权重系数 二级指标 符号
权重
系数

归一化
系数

偿债能力 0． 1528 流动比率 X1 0． 2100 0． 0283

速动比率 X2 0． 0988 0． 0278

现金比率 X3 0． 3452 0． 0381

资产负债率 X4 0． 2089 0． 0286

利息保障倍数 X5 0． 1371 0． 0300

经营能力指标 0． 2289 总资产周转率 X6 0． 3504 0． 0854

应收账款周转率 X7 0． 3432 0． 0801

存货周转率 X8 0． 3064 0． 0634

盈利能力指标 0． 3022 总资产报酬率 X9 0． 3769 0． 0958

净资产收益率 X10 0． 2059 0． 0856

营业利润 X11 0． 4172 0． 1208

发展能力指标 0． 1731 净利润增长率 X12 0． 4410 0． 0698

营业利润增长率 X13 0． 3937 0． 0630

净资产收益率增长率 X14 0． 1653 0． 0403

平台交易指标 0． 1430 线上交易平台 X15 0． 3827 0． 0511

交易数据 X16 0． 3571 0． 0479

结算数据 X17 0． 2602 0． 0440

( 二) 问卷调查与数据来源

由于本研究主题涉及的很多场景无法通过直

接观察获得，因此，本研究采用质化及量化研究中

最直接、普遍的搜集资料方法，也是社会研究中最

重要的调查方法，也即问卷调查及专家访谈。专

家访谈又称焦点访谈，或引导式访谈，根据研究的

问题，设计访谈的议题，作为访谈内容指引方针，

并就访谈的实际状况适时以不同形式的问题做弹

性调整，引导受访者能针对主题进行深入陈述。
其中调查问卷的内容包含四个方面: 第一，调查对

象信息。鉴于供应链金融的参与主体多为中小企

业，本研究以区域内 30 家中小企业从事供应链金

融相关业务主管为对象，该项主要是为了了解以

上供应链金融业务的从业人员背景。只有在对各

供应链金融有具体操作经验及深入了解的情况

下，才能保证问卷调查内容的有效性。第二，问卷

内容，为了控制问卷的填写时间及填写效率，本研

究对问卷内容进行提炼，按照提前预估的风险影

响因素，分为 4 个财务相关的一级指标、1 个平台

交易指标及若干个二级指标，方便后续的数据统

计分析。由于新冠疫情等因素的影响，本研究改

用网络问卷调查方式，均为定点发放，发放对象为

上述的调查问卷对象，本次共发放了 300 份调查

问卷，其中回收问卷 279 份，有效率 93%，在问卷

中采访的银行员工，有 90% 的员工在对应银行从

事供应链金融服务达到 3 年以上，同时有 50% 员

工达到 5 年以上，说明了上述员工在供应链金融

方面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及业务基础，能够清醒

地认识到供应链金融服务中存在风险，所填写的

问卷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及有效性。除了发放调查

问卷外，本研究还采取了专家访谈，专家访谈主要

是对于研究的实证分析结果之后所提出的具体建

议。访谈对象为区域高校从事供应链金融的学者

以及银行高管，所有访谈均采用网络远程视频采

访，访谈内容除了涉及问卷调查内容外，还涉及到

如何规避商业银行的供应链金融风险以及对应的

风险解决方案。
本研究选取了汽车相关行业处于供应链各环

节的 30 个中小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展开分析，时

间跨度为 2016 年 － 2020 年，数据来源为各上市公

司财报和国泰安数据库( CSMAＲ) 。
三、商业银行供应链金融风险测度的实证分析

( 一) 回归模型构建

为了进一步验证商业银行供应链金融风险评

估体系的有效性及准确性，本研究采用 Logistic 回

归模型验证商业银行供应链金融风险评估体系的

准确率。为了进行回归分析，本研究的解释变量

为 Z，也即商业银行供应链风险因子，当商业银行

出现供应链金融风险时令 Z = 1; 反之，当商业银行

无供应链金融风险时，也即供应链企业无金融风

险时，此时令 Z = 0; 被解释变量为十四个二级指

标，如表 1 中所示，为此，最终的回归模型方程如

下:

Z = α0 + α1X1 + α2X2 + … + αnXn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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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Z 为解释变量，取值为 0 或 1; X i代表自

变量，也即本研究给出的 14 个二级风险指标，α0

为常数项; α i 为待估计系数。进一步对 Z 与 X 的

关系可表述为:

ln( Z) = ln( K
1 － K) = ln( α0 + α1X1 + α2X2 +

… + αnXn ) ( 2)

式中: K 表示银行出现供应链金融风险的概

率，即 K = 1 的情况，1 － K 表示没有发生供应链金

融风险的概率，也即 K = 0 的情况，因此，K 的取值

为( 0 ～ 1) ，K 越接近 1，表示商业银行出现供应链

金融风险的概率越大，反之则越小。
( 二) 回归结果分析

研究中借鉴国内已有相关研究文献，为了解

决以往评分方式存在的局限性等问题，使用 Logis-
tic 回归模型和主成分分析法对本文的各个指标进

行分析。［21］在此之前，需要利用巴特利特球体检验

与 Kaiser － Meyer － Olkin 检验方法展开分析。经

过检验得到巴特利特球体检验 P 值是 0. 000，Kai-
ser － Meyer － Olkin 检验统计量是 0. 708，该结果意

味着本研究所构建的指标可以使用主成分分析法

进行研究。表 2 为主成分分析结果。通过该结果

可以知道: 4 个特征值超过 1 的主成分累计贡献率

为 68. 884%，拥有良好的效果。
表 2 主成分分析结果

成分
初始值特征

合计 方差% 累积 ＆

M1 3． 721 26． 899 26． 899

M2 3． 122 22． 621 48． 309

M3 1． 774 12． 987 59． 282

M4 1． 315 9． 700 68． 884

M5 1． 885 13． 098 60． 393

成分
提取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 累积 ＆

M1 3． 721 26． 721 26． 899

M2 3． 122 22． 621 48． 309

M3 1． 774 12． 987 59． 285

M4 1． 315 9． 700 68． 884

M5 1． 885 13． 098 60． 393

成分
提取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 累积 ＆

M1 3． 530 25． 502 25． 502

M2 2． 690 19． 502 43． 093

M3 1． 923 13． 057 56． 039

M4 1． 769 12． 956 68． 884

M5 1． 934 14． 168 57． 140

表 3 为旋转主成分矩阵的分析结果。通过该

表结果可以知道: 经过对样本指标中的若干财务

指标提取以后，M1 包含了指标 X1、X2、X3、X4，代

表了样本公司的偿还长期债务与短期债务的能

力。M2 包含了 X9、X10、X11，代表了样本公司赚取

利润的能力。M3 包含了指标 X6、X8，代表了样本

公司经营战略和计划的决策能力。M4 包含了 X5、
X12、X13、X14，代表了样本公司的成长性。M5 包含

了 X15、X16、X17，代表了样本的平台交易指标。
表 3 旋转主成分矩阵的分析结果

成分

M1 M2 M3 M4
X1 0． 856 0． 041 － 0． 074 0． 005
X2 0． 858 0． 052 － 0． 023 － 0． 002
X3 0． 779 0． 030 0． 041 0． 026
X4 － 0． 719 － 0． 259 0． 234 － 0． 038
X5 － 0． 074 0． 066 0． 043 － 0． 585
X6 － 0． 116 0． 351 0． 735 － 0． 004
X7 0． 005 0． 460 0． 357 0． 008
X8 － 0． 045 0． 270 0． 777 － 0． 049
X9 0． 018 0． 898 0． 454 0． 043
X10 － 0． 023 0． 806 0． 264 0． 045
X11 0． 156 0． 702 － 0． 083 0． 006
X12 0． 022 － 0． 032 0． 347 0． 690
X13 － 0． 220 0． 055 － 0． 078 0． 731
X14 0． 055 0． 224 － 0． 080 0． 758
X15 0． 033 0． 601 0． 236 0． 589
X16 0． 267 0． 044 － 0． 081 0． 620
X17 0． 067 0． 113 0． 236 0． 647

本研究根据《2020 企业绩效评价标准值》对样本

公司进行风险评估判断，自变量以表 3 中的 4 个主成

分进行表示，因变量以样本公司的违约率进行表示。
某一时点样本公司的带息负债总额与负债总额的比

率作为是否存在金融风险的认定标准，将所有样本划

分为风险组和无风险组。表4 为 Logistic 模型回归分

析及稳定性的结果。通过该表结果可知，通过显著性

检验的为 M2，也就是说信用风险明显受到了公司赚

取利润的能力作用影响。
表 4 Logistic 模型显著性说明

B S． E． Wald df Sig． Exp
EXP95% C． I．

上限 下限

步
骤
4

M1 －0． 315 0． 326 0． 787 1 0． 454 0． 705 0． 546 1． 354

M2 －0． 597 0． 317 8． 180 1 0． 005 0． 547 0． 482 0． 725

M3 －0． 076 0． 319 0． 087 1 0． 664 0． 826 0． 734 1． 510

M4 0． 239 0． 261 0． 738 1 0． 405 0． 383 0． 736 1． 416

常数 －2． 706 0． 321 154． 626 1 0． 000 0． 000

表 5 为 Logistic 模型检测结果。通过该表结

果可以知道: 本文的研究样本中，共有 187 个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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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正确识别，在产生违约的 26 个样本中，一共被

识别出 6 个违约样本。且模型的预测整体准确率

为 90． 3%，意味着本研究的模型预测结果准确率

基本达到预期。
表 5 Logistic 结果分类

步骤 4
观测值

Y
0
1

整体%

预测值
Y

0 1
正确%

187 0 100
7 26 78． 8

90． 3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专家访谈的形式确定了金融科技的测

度指标，再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得到研究样本 279
份，通过 Logistic 模型对基于金融科技视角的商业

银行供应链金融风险的测度指标展开验证。经研

究得到结论如下: 通过专家访谈的形式构建了供

应链金融的指标之后，再在后面的问卷调查的回

归分析中，对指标进行了检验，检验的结果为模型

预测基本达到预期。在本文所提出的供应链金融

的指标中，研究发现供应链金融风险的产生会对

公司赚取利润的能力产生抑制作用。具体而言，

公司赚取利润的能力与其资金和资本增值能力有

关，直接影响着该公司的偿债能力。因此，可以认

为当公司的金融风险较大时，在某种程度上说明

该公司的盈利能力出现了问题。且随着我国金融

市场的发展，供应链金融渐渐成为企业融资的重

要形式，意味着商业银行跟供应链企业的协同合

作与信息共享将会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有效动

力。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对我国

供应链金融风险的评价标准予以优化。商业银行

及机构需要在加强合作的同时建立具有一定门槛

的供应链金融合作的准入制度，对相关的企业、线
上平台和机构是否符合加入条件进行全面的审查

核实。同时利用新型互联网科技加强评估审核的

效率，以进一步增强对风险的管控。第二，对供应

链金融产品进行相应的创新。互联网技术高速发

展的当下，商业银行基于高科技的供应链金融模

式成为传统供应链金融模式的加强升级版。为解

决金融产品同质化的问题，进行差异化的创新，打

造具有鲜明特色的自有品牌就显得十分必要。第

三，商业银行提高供应链金融风险的管理水平。
鉴于国内供应链金融的参与主体多而复杂，应在

现有基础上进一步结合新技术手段打造供应链金

融相关的生态圈，加强信息搜集的真实性，降低获

取信息的成本等。商业银行以此来建立高效的风

险管控模式，强化各产业间的跨界与融合，并最终

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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