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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金融的风险模型分析研究
王俪颖

（南京市第十三中学，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供应链金融有很多好处，比如它为一些规模较小的企

业提供了一种贷款的途径。但是通过建立风险模型我们发现供应

链金融依旧可能会产生风险。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银行和处于供

应链核心地位的企业建立新型的协作关系，并且积极发挥自身的

优势，从而推动这一新型融资模式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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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金融就是银行将一条供应链中的居于核心地位的大型

企业和与它相关的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紧密联络起来，为它们提

供与金融相关的服务与产品的一种新型融资模式。供应链金融近

几年发展迅猛，主要是因为一方面这种新型的融资模式可以有效

地解决一些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此外它同时延伸了银行的

纵深服务。

在供应链金融模式下，银行和包含在供应链中的那些企业的

关系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首先银行将这些企业当做一个整体，

与它们产生一些业务上的联系，这样避免了这些企业与很多银行

或者金融机构产生业务联系，从而简化了这些企业与银行的关系。

其次，银行可以通过供应链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大型企业进一步了

解与之相关的各个企业的情况，获取更多的信息并提供相应的金

融支持。与传统的模式不一样，银行对整条供应链进行综合授权，

并且对其上的所有企业进行风险管理。

虽然这种新型融资模式有着诸多好处，但是依旧可能会产生

风险，比如当银行和企业间出现了信息不对称时，它们之间的融

资行为就可能会演变成一种博弈，进而会产生道德风险。这种风

险会给各方带来极大的危害，甚至还会危及到供应链金融这一模

式的未来发展。因此在本文中我们注重研究和分析了供应链金融

的风险。

一、供应链金融风险产生的原因

供应链金融虽然或多或少地解决了银行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

对称所造成的问题，比如解决了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但是在

这种新型融资模式下还是存在着银行和企业在融资上的博弈行为。

这是因为这两个主体在融资过程中选择策略的顺序有先后之分。

一般来说企业获得贷款的流程是先由它向银行递交申请，之后银

行作出判断、决定是否向它放贷，最后企业获得了资金，并且决

定要不要按照约定准时还本付息。这时企业就有两种选择：一是

按照条约规定定期还本付息，这时企业和银行之间的博弈就结束

了。二是企业违约，拒绝定期还本付息。这时双方之间的博弈将

进行下去，且有时候博弈的结果还是随机的，若是不给予合理的

控制可能会产生难以预测的结果。

在上述的博弈过程中，双方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

且企业一般会比银行掌握着更多的信息，这时它可能会借助这

一优势去做更多利于自身的事，从而使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银

行无法获得充分的信息观察企业的行为并作出正确的判断，从

而极有可能遭受一定的损失，这就是企业的“道德风险”。它

的存在不仅会使得银行遭受一些损失，而且也不利于这种模式

的发展。

二、企业“道德风险”的表现形式

企业存在“道德风险”，它的表现形式有很多，比如下面的几种：

第一种是企业在获得贷款之后没有经过银行的允许擅自改变

了这笔资金的使用途径。在现实中有一些企业就存在着这样的情

况，它们从银行那里获得资金之后并未将这些资金用于贷款合同

上记载的项目，而是投资了一些风险较大的项目，从而影响到了

企业按期还款的能力。

第二种是企业隐瞒自身项目的收益情况，企图不承担按期还

本付息的责任。在现实中有些企业在用从银行贷得的资金投资了

项目并且取得了一些收益，但是它们却利用银行获得信息能力不

足的劣势隐瞒自身的收益，从而逃避按期还款的责任，从而给银

行造成了一定损失。

第三种是企业在获得贷款之后却并未充分利用这笔资金，甚

至不采取任何积极行动，从而造成一定的损失。

第四种是企业本身就存在着不偿还贷款的意图，却依旧向银

行贷款，从而给银行造成了损失。

三、供应链金融的风险模型分析

本文以应收账款的融资模式为例来分析供应链金融的风险。

假设有一家企业 B 与供应链中的核心企业 C，B 企业在与 C 企业

的经济交易中形成了 500 万元的应收账款，同时它还向银行借了

300 万元，由 C 企业担保并承诺 1 年之后还款。B 企业在获得贷款

之后既可以将这笔贷款用于投资，也可以继续用于生产中。但是

银行对此不能得到充分的信息了解企业的行为，它唯一能做的就

是期望 C 企业可以准时向 B 企业支付货款，从而它可以收回贷款。

假设：C 企业欠 B 企业的货款，也就是应收账款金额为 L，且抵

押率为 ，即 B 企业的贷款金额与应收账款之间的比值。由此可

知 B 企业的融资金额为 。此时年利率为 r，银行监控企业行
为的成本为 C，这时银行的收益可以表示为：

（1）

企业存在“道德风险”，那么它可能会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

而改变了这笔贷款的用途。假定企业关于资金的使用可以做出两

个选择：一是继续用于生产中，为 C 企业提供产品和服务，此时

收益为 ；二是将这笔资金用于投资其他的项目，若是成功可以

获得 ，若是失败则收益为 0，且假设企业有 的概率能够投
资成功。那么 B 企业的收益为：

 （2）

供应链的核心企业 C 欠着 B 企业 500 万的货款，在这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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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银行一方面可以帮助中小企业更好地融资，而且还为 C 企业争

取了充分的还款时间，减轻了它的资金压力，同时也降低了它还

款的意愿，C 企业自然希望还款的时间可以尽可能地延长。假设

它还款时间延长了 t 个月，还款的概率为 ，那么 C 企业的收益
表示为：

（3）

银行和企业 B、C 间的博弈情况如图 1 所示：

图 1　应收账款融资模式道德风险模型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下图 1 中出现的几种情况：

（1）B 企业在收到贷款之后未按照合同规定投资了风险较高

的项目。若是 B 企业投资成功，自然对于各方来说都是好事。但

是一旦投资失败，那么它的收益将为 。此时

即使 C 企业将所欠货款全部支付给 B 企业，它也无法继续购买原

材料，继续生产，从而影响到它的可持续经营，严重时还会导致

供应链的中断。此时银行、B 企业和 C 企业的收益表示为：

（4）

（2）B 企业依旧坚持投资风险较高的项目。此时 C 企业从某

种渠道知晓 B 企业的真实意图，于是选择不还款的方式来报复 B

企业，同时银行做出两种选择，一是斗争，但是这样会付出一些

成本，比如律师费用等，这些成本为 ，除此之外银行会因此失

去供应链中的一些信用良好的客户，从而造成机会损失 ；二是
不斗争，此时银行是否可以要回贷款取决于 B 企业的偿债能力。

同时银行的收益要分情况讨论。

若是 B 企业投资成功，那么它获得的收益 要大于 ，
则银行可以收回贷款。这时银行、B 企业和 C 企业的收益表示为：

（5）

若是 B 企业投资成功，那么它获得的收益 介于 0 和
之间，则银行可以收回部分贷款，此时银行、B 企业和 C 企业的

收益分别为：

（6）

若是 B 企业投资失败，那么它获得的收益为 0，银行几乎没

有任何希望收回贷款，且它选择斗争，要回货款的概率为 ，此
时银行、B 企业和 C 企业的收益分别为：

（7）

若是在上述情况中银行选择不斗争，此时银行、B 企业和 C

企业的收益分别为：

（8）

（3）B 企业按合同约定将资金用于生产中，C 企业也通过在

银行设置的特别账户支付货款，这时银行贷款是不存在任何风险

的，此时银行、B 企业和 C 企业的收益表示为：

（9）

（4）B 企业按合同约定将资金用于生产中，但是 C 企业未通

过专用账户支付货款，而是采用了其他渠道，且银行未收到还款，

这时银行面临着巨大的信用风险，它可以采取两种措施，一是斗争，

二是不斗争，具体情况可以参考（2）。若是银行选择斗争，此时

银行、B 企业和 C 企业的收益表示为：

（10）

若是银行选择不斗争，此时银行、B 企业和 C 企业的收益分

别为：

（11）

（5）B 企业按合同约定将资金用于生产中，但是 C 企业未及

时支付货款，此时银行不能收回贷款的风险也是很大。银行依旧

采取两种措施，一是斗争，二是不斗争。若是银行选择斗争，此

时银行、B 企业和 C 企业的收益表示为：

（12）

若是银行选择不斗争，此时银行、B 企业和 C 企业的收益表

示为：

（13）

基于上述的模型分析可知银行要想及时收回贷款，必须要注

意供应链是否稳定、核心企业的还款意愿、核心企业和贷款企业

之间是否存在合谋以银行和核心企业之间的关系等。

五、结语

供应链金融虽然为中小企业贷款提供了一种途径，但是也存

在着一定的风险。通过风险模型我们发现供应链金融建立的基础

是核心企业在中小企业贷款时承担着担保的作用。因此要使得银

行能够准时收到还款，就取决于核心企业是否愿意在供应链中承

担担保以及信息沟通的责任，同时帮助银行规避风险。

因此为了降低乃至消除这一模型的风险，就要改变核心企业

与银行之间的传统关系，建立新型的协作关系，还要有效发挥本

身的长处，从而推进这一新型融资模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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