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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redit Risk Management Issues and Countermeasures 
Based on “Internet +” Supply Chain Finance

Jia Qian
Aviva COFCO, Beijing, 10000, China

Abstract
The Internet supply chain financial model is a new type of financial business activity that has appeared in the Chinese market for a 
relatively short period of time. It mainly integrates Internet technology into the traditional supply chain financial activities, can avoid 
some disadvantages in the traditional mode, and can solve the financing difficulty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more effectively, 
and can effectively allocate the main body’s current assets reasonably in the process of operation, so a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work. 
However,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 economy, some problems in the supply chain finance model are gradually 
highlighted, these problems lead to the development of supply chain finance is relatively slow, more serious and even stagnant.   

Keywords
“Internet+”; supply chain finance; credit risk management

基于“互联网 +”供应链金融的信用风险管理问题与对策分析
钱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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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供应链金融模式是一种新型的金融业务活动，出现在中国市场的时间相对较短。其主要是将互联网技术融入传统的供
应链金融业务活动中，能很好地规避传统模式中的一些弊端，能够更有效地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这一问题，并且在运行过
程中能够有效地将主体的流动资产进行合理分配，以此提高工作效率。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经济不断地发展，供应链金融模
式中的一些问题也慢慢凸显出来了，这些问题导致供应链金融的发展较为缓慢，更严重的甚至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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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几年，中国银行行业随着社会经济迅速地发展起来，

金融模式也在不断发展创新，“互联网 +”战略不断地出现

在人们的眼前。而供应链金融模式就是在“互联网 +”战略

基础上推出的一种新型的金融业务活动，其比较符合中小企

业的特点，可以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来制定方案，适用范围

较广，能将中小企业融资困难这一难题得到有效解决。由于

供应链金融融资模式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广泛性，导致参与

的主体比较多，而各个主体之间都有一定的差异，因此在供

应链金融模式运行中，必须先对供应链金融风险进行有效的

管理。

2 在“互联网 +”背景下供应链金融管理分析

在供应链金融运作过程中，上下游企业自身以及供应链

内部和外部的一些系统都存在一定的风险，而且因为供应链

金融的特殊性，企业自身的风险还会在运作过程中不断地增

加。由于供应链金融在运作过程中，其主体以及企业的数量

会不断增加，中国供应链金融服务信贷会受企业的实际运营

情况以及抵抗风险等因素的影响，且各个企业的经营能力都

有一定的区别，因此供应链金融服务信贷在规模上存在很大

的差异。

对于供应链金融管理来说，一共有三种风险，这三种风

险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并相互影响的，主要分为供应链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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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供应链外部以及供应链组织系统的稳定性这三种风险 [1]。

除此之外，由于互联网供应链金融的产生是将互联网技

术融入供应链金融当中，在这种产生背景下，互联网金融风

险不仅包含了上述传统金融的所有风险，还增加了互联网技

术风险。虽然互联网供应链金融较传统金融相比增加了互联

网技术风险，但是两者之间的风险都具有传导性和动态性，

其中传导性主要是内部风险，而动态性是外部的一些风险，

如国家政策的变化等。

3 信用风险的定义

信用风险还有一个较为通俗的名字叫违约风险，主要是

指在交易过程中，其中一方没有按照合同相关规定履行自己

应该履行的义务，从而给另一方带来损失的一种风险的总称。

信用风险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信用风险指在交易过程

中，双方当事人没有按照合同上的相关规定进行交易，导致

交易被迫终止或者是在交易过程中给一方带来损失。例如，

供货商所提供的货物有质量问题，购买方预定的货物没有按

时收到以及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货款延迟支付等。狭义

的信用风险是指银行的信贷风险。例如，企业到银行借款用

于融资，银行按时地给企业放款，但是企业由于自身的一些

原因导致不能按合同上的时间归还，从而给银行造成损失的

一种风险 [2]。

4 信用风险的特征
4.1 非系统性

对于银行来说，每一笔信贷业务都存在或大或小的风险，

因此在信贷过程中，银行能做的不是将此风险全部进行规避，

只能想办法降低信贷业务中所产生的风险。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影响企业实际经营状况的原因有很

多，不仅要受到国家政策和国家经济发展这些宏观因素的影

响，其中还会受到一些微观因素的影响。例如，企业自身经

济实力较弱、企业经营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等。

4.2 信息不对称

在银行开展信贷业务时，往往会受到信息不对称的影响，

不能对融资企业的具体经营状况、企业的经济实力以及贷款

的用途等有一个详细的了解，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信用风险 [3]。

4.3 信用风险概率分布不对称

对于银行来说，将款项按时支付给融资企业之后一般有

以下两种情况会发生：

其一，企业按照合同约定按时还款，相关的银行机构就

能将本金和利息一并收回，这种情况不会给银行带来损失，

甚至可以增加银行的经济效益。

其二，由于各种原因的影响，企业不能按时还款，相关

的银行收不到该笔款项，就会造成坏账，银行就损失了此笔

款项的本金和利息，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会给银行带来巨大

的经济损失。

4.4 可测量性较差

对于银行来说，只有对该企业进行授信完成之后，才能

对相应企业的信用状况进行检测，其检测的主要目的就是在

放款给企业之后，根据一些测量方法对企业的还款能力以及

还款意愿等进行一个检测。其检测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

两种：

其一，主要针对在本银行贷款之前，有其他贷款经历的

企业，可以根据该企业以往贷款的相关数据以及银行掌握的

一些企业的经营状况等，来评定企业能否按照合同约定还款。

其二，利用一些信用评级机构，但是在信用评级机构中，

只有大企业的信用信息较为齐全，对于中小企业有很大的局

限性。

5 供应链金融存在的问题

供应链金融模式在很早之前就出现在了国际的金融市场

当中，由于国际出现时间较早，其他国家在供应链金融模式

中取得了很明显的效果。相比之下，中国是近几年才引进这

一概念的，供应链金融模式还处于实践阶段，这方面的专业

人员以及相关的一些研究还不完善 [4]。在这种背景下，需要

加大对专业人员的培养以及对此方面的一些研究。还需要注

意的一点是，由于中国外的差距以及中国外企业运营模式的

不同，如果盲目地引进其他国家的金融模式，不仅不能帮助

中国企业更好的融资，可能还会对企业的发展带来一些不利

的影响。

6 “互联网 +”背景下供应链金融信用风险管

理的相关探讨
6.1 定义适应中国金融企业发展的信用风险评估概念

为了解决供应链银行以及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这一问

题，就需要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将企业的优点有效地

发挥在供应链中，为银行和企业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合作关系，

将信息对称化，帮助银行对融资企业的经营状况等有一个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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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的了解。

6.2 创建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

对于所有管理工作来说如果没有较为明确的相关规章制

度来对其进行一个约束和管理的作用，在管理工作开展过程

中就有一定的难度 [5]。在“互联网 +”技术的背景下，想要

营造一个安全的供应链金融模式环境，就必须利用一些互联

网技术，建立一个数据分析系统，此系统能有效地对供应链

中各级企业的还款能力进行分析，可以将还款能力较低的企

业单独罗列出来。同时，还需要将相关的供应链机制进行完善，

才能根据供应链中企业的等级情况，为企业选择适应自身发

展的相关金融政策，有效控制供应链内部，在一定程度上规

避风险。

6.3 增强各等级企业之间的合作交流

为了避免供应链金融运行中企业和银行之间的信息数据

发生误差，在运营过程中，必须对企业产品价值发展的变化

情况有一个详细的了解，能有效地将内部数据进行共享，还

能让双方互相监督。在保证双方都能获取利益的同时，还能

一定程度上促进金融经济的发展。

6.4 增强对供应链数据信息的研究管理

对于风险评估指标来说，可以分为系统性和非系统性两

类，其中系统性风险评估指标专业性较强，对操作时的要求

也较高。因此，此方面的指标需要由专业的专家对其数据信

息进行研究；非系统风险评估指标变化性较强，在经营过程

中会随着时间和经济活动等其他因素发生改变，因此对于非

系统风险评估指标来说，必须设置一个直接负责人，负责人

需要根据以往的经验，结合金融活动在应用过程中发生的变

化，对信贷评估的数据进行收集并对数据进行分析，达到对

供应链企业公平评价的目的。

6.5 按照发展需求，结合供应链自身特征

由于在供应链金融运行过程中，会受到很多其他方面的

影响，银行和相关的金融机构可以利用供应链自身所有的一

些特征，从多方面对企业的信贷能力等进行全面的监督，能

有效地解决财务监管评估不够这一问题。

6.6 联系国际化标准制定信用风险指标

要想将有效地将供应链金融风险降到最低，可以结合国

际化标准制定一些相关的风险指标。可以分为以下三点进行：

其一，站在供应链供应者的角度来进行研究，也就是说

提供资金担保的银行和其他的一些金融机构，供应者可以按

照自身的投资特点，将供应链中各个企业的贷款进行平等的

交换工作，让资金平稳的发展。

其二，通过第三方机构将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内部空闲

的资金，来开展一些金融活动，将分散和空闲的资金有效地

投入到市场的经济活动中，能提高收益的稳定性，利用空闲

的资金参与经济活动能一定程度上避免风险的发生。

其三，站在供应链中企业的角度来看，如果企业能够达

到一定的规模，就能够借助债券的发行对信用期权实施相应

的变通。

7 结语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也

愈来愈激烈。对于中国很多企业来说，特别是中小企业，其

在发展中容易受到自身的经济条件较弱、融资比较困难这一

因素的影响。为了帮助中国企业解决这一难题，必须大力研

究供应链这种信息的金融融资模式，增加企业的融资渠道，

从而促进中国企业更好的发展。对于银行来说，为了更好地

规避企业的信用风险，避免企业因失信对银行带来经济损失，

在供应链金融模式开展过程中，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好信

用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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