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供应链金融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摘

要]

在我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农户和中小微农产品企业在生产中都面临着融资难、门槛高、效率

低等经营困境，资金问题不仅阻碍了农户和中小微企业增产增收和扩大再生产，也成为了农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供应链金融围绕农产品产业供应链，基于涉农核心企业的规模支撑，

利用信用捆绑和信用保证，为供应链条上需要资金支持的节点提供融资，更好地满足了其生产发展的

需要。与此同时，供应链金融也面临着风险控制能力有待提高、主体动力不足、利益联合不稳定等问

题。基于此，要发挥供应链金融对我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首先，要增强链条上各

主体的信用实力与抗风险水平；其次，加快农村金融服务供需主体的能力提升建设，金融机构和服务

平台要强化自身设置，创新服务产品的种类，同时政府则应加强对小微企业及农户的帮扶引导和强化

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双管齐下做好保障；再次，要改善农村产业和农户融资结构，提高自身劳动

生产率；最后，加快农业产业链结构的调整和一体化进程，促进农民增产增收和农业转型升级，实现

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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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建

设农业强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然离不开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既是实现农村产业兴旺的

客观要求，也是推动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1]，农村产业要实现现代化，提高生产效率，走产业融合发

展的道路是必然选择。在我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农户和中小微农产品企业在生产中都面临着

融资难、门槛高、效率低等经营困境，资金问题不仅阻碍了农户和中小微企业增产增收和扩大再生产

，也成为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供应链金融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持续性的

方案，供应链金融使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围绕农产品产业供应链，基于涉农核心企业的规模支撑，利

用信用捆绑和信用保证，为供应链条上需要资金支持的节点提供融资，更好地满足了其生产发展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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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此过程中农业供应链金融模糊了农村产业发展中原有的产业边界，通过风险共担和利益共通成

为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有力支撑。

一、供应链金融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机制

（一）供应链金融通过风险控制降低产业融合的风险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农村产业化的发展趋势及供应链金融服务的出现，农业供应链金融服务成为解决

农户及中小型农产品企业融资困难，实现普惠制金融服务的一种路径选择[2]。如图1所示，由企业、

农户、商业银行共同组成的供应链金融模式，因具备风险控制能力奠定了其在农村发展的有利前提。

在整个农村产业链融合发展过程中，供应链金融所提供的贷款平台是不可或缺的，金融机构服务平台

可将上下游涉农企业联结在一起，使他们收益共享、风险共担。在产业发展进程中处于信用劣势的农

户、中小微企业可通过与核心企业之间的供应链关系实现信用增级，以此获取融资，强化供应链各个

节点之间的风险共担，使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由于某节点资金链断裂，导致生产环节受到影响的情况

得以避免。而中下游的加工销售经营主体也能使供货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得到保障，增强了整条供应链

抵御风险的能力，进而加快了农产品产业融合的步伐。

常见的风险控制措施包括损失控制、风险转移、风险回避、风险保留等，供应链金融的特点是通过事

前控制和有效的保险措施，减少农村在产业发展中受资金影响产生损失的概率。首先，供应链的多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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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状结构提高了农业生产中供应链成员之间的信息传递能力，有利于核心企业与商业银行等更加全面

、精准地掌握供应链中成员的财务、信用与盈利能力，进而对本产业上的相关主体实现风险防控[3]。

其次，供应链金融所特有的信贷捆绑技术实现了农村一二三产业经营主体之间的信用资源共享，为信

用弱势主体提供了信用增级，增强了整条产业链上有潜在违约风险成员的信用实力，降低了因信用危

机与信息不对称造成产业链融合出现破裂的可能性。

（二）供应链金融通过“降本增效”增强产业融合的动力

“降本增效”顾名思义就是降低经营成本，增加所得效益。如图2所示，传统农业金融信贷模式中，中小

企业和农户由于受信用弱势和门槛效应影响，除核心企业之外，其他经营主体的贷款利率普遍偏高，

同时其信息搜集成本也高于核心企业。在这种信贷模式下，不仅上下游小微企业等所获贷款会减少，

由核心企业组成的供应链体系也不具备持续性，上游农产品生产者的货源会由于贷款缺失而断供，使

核心企业受到损失。

图3所示的供应链金融服务模式改变了以往传统农产品授信服务过程中单户审查、单笔监控、自上而

下服务的点对点管理模式，通过捆绑上下游中小型农产品公司、农户以及销售平台和消费者等，提供

系统化和程序化的金融服务方式，保障农产品产业链的有效运行。供应链金融模式与传统模式相比，

产业链上各主体搜寻资源信息的成本降低，压缩了经营过程中贷款成本的支出，处于产业链生产、加

工、销售环节的企业拥有了更好的信用保证和更具持续生产力的合作伙伴，使整个产业链拥有了更加

合理的产品价值体系，同时各个主体的经济效益也得到显著提升。供应链金融服务模式下的农村产业

融合不单是价值形式的简单叠加，更是一个联结起来的发展农村产业的更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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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金融所表现出的降本增效功能不仅提升了产业融合过程中的经济价值，还使农村产业链条由原

有的农业向二三产业拓展或二三产业向农业引流，通过破除农村一二三产业原有壁垒，实现一二三产

业协调发展并催生新的产业形态[4]。在这种背景下，通过整合生产要素在各个生产环节之间的流转，

可以实现生产资料与生产环节的合理配置。从产业链的上游来看，农产品生产之后最需要考虑的是销

售与进一步扩大生产，在供应链所搭建平台的帮助下，更多生产要素也会向农产品的技术研发等环节

流入，使农产品的特色和社会化效应更显，充分发挥供应链金融模式的优势。在这种由多方力量共同

组成的产业链融合体系中，不同产业主体都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进行进一步的发展壮大，进而形成

独特的动力机制，促使产业融合随着参与主体的增多更加稳定，成为一个具有不断向前发展驱动力的

内生良性循环系统。

（三）供应链金融通过优化利益分配增强产业融合的强度

按照宏观经济学理论，资源是有限的，各个理性经济主体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往往会抢夺属于其他

主体的相关利益以获得自身发展。在产业融合过程中，任何处于产业链条中的一环如果利益受到侵害

，势必会影响到产业融合的顺利进行，利益博弈往往会导致合作关系的分崩离析，因此调节产业链中

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平衡在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之下产业链中的各个组成部分至关重要。供

应链金融从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中发力使得各个经营主体以利益共同体联系在一起，任何

一方的违约行为都会损害到其他主体的利益，这些理性经济主体为了使自身权益不受侵害也会对其他

相关联的部分进行关注与监督。

供应链金融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中所涉及到的主要是每个构成节点相互之间的外部利益分配，

每个产业链中的经营主体与其在农业生产中的供应链金融合作方实现了利益共享[5]。近年来，由于拼

多多、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具有良好的营运能力和规模优势，具备了通过差异化定位和自建的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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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系统，以及其巨量的数据积累，对产品的销量、供应商信用等信息进行评估的能力。在国家政策

、社会效益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电商平台开始向优化农产品供应的方向进发，在电商平台的助力下

，农业企业具备将更多生产资源投入研发、生产环节的能力，这也进一步激发了农业供应链金融模式

的优势，使农户、小微企业这些弱势群体也能从中受益，让利益分配更合理[6]。

供应链金融优化利益分配体现在能够使所有供应链上的农村产业参与主体都能把自身的生产要素充分

转化为生产力，并获得相匹配的收益，让产业链中的收益弱势群体——农户从产业融合的参与者成为

真正当家作主的“股东”之一，把农民在供应链金融中所收获的生产资源转化为经济优势，更大化地增

产增收。而基于电商平台的这种销售模式则使产业链上的经营主体能基于自身的资源优势，借助互联

网数字平台合理布局，在农产品增值的前提下达到增收增效的目的，实现共同富裕。

二、供应链金融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难点

（一）供应链金融的风险控制能力有待提高

1. 涉农核心企业的信用水平受自身发展限制。农产品核心企业是农业供应链金融模式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产业链条中起到了为其他信用弱势主体增加信用、获取融资的关键作用，因而涉农核心企业的

信用水平会直接影响到农业供应链金融发挥效用的大小。现实中，供应链上的农业企业往往受到自身

发展限制，创新能力偏低、规模偏小、工艺水平也不高，难以将内部效益外扩到产业链条中，且自身

信用水平的不足，更难以为上下游其他主体提供增信，也导致整个供应链金融所形成的融资模式风险

控制能力较差且稳定性不足，不利于上下游融资主体获得资金，更不利于金融机构进行风险防控。

2. 小微企业及农户具有一定脆弱性。小微企业及农户大多规模较小，抗风险能力弱，在供应链中本就

属于风险防控的主体，加上农产品天然具有周期性强和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的特点，也使得小微企业

以及农户等主体在农业供应链中的脆弱性更显。在我国农业现代化、规模化的发展进程中，小微企业

及农户虽得到了一定的政策支持和补贴，但缺乏融资担保凭证仍是目前小微企业及农户增资扩容最大

的障碍。同时，处于农业供应链金融中的小微企业和农户也可能由于自身风险事件导致产业链条的授

信难度增大、损失概率增加，而使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稳定性变弱。

（二）农业供应链金融的主体动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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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融服务主体供给力量不足。当前，我国共有3883家农村金融机构，其中农村商业银行1600家，

农村信用社572家（含省级联社24家），村镇银行1649家，农村合作银行23家，农村资金互助社39家

。图4所示，目前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农村商业银行及村镇银行，占比达到了80

%以上，这说明我国农村金融机构过于单一，是制约当前农村金融发展的重要因素[7]，尤其是咨询、

信托担保等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在农村下沉业务过少甚至没有，使得与之相关的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

同时，农村金融机构缺乏业务创新动力也影响到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过程中资金问题的解决[8]。

农业供应链金融在农村的发展不仅需要金融机构，更需要一些软硬件设施的搭配。随着我国互联网、

区块链、大数据不断渗透进其他行业，供应链金融在农村的发展也应该搭建与之相关的基础设施。例

如，带动农产品销售的电商平台发展需要在农村搭建相匹配的物流网点、互联网服务中心等，同样我

国在金融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也有待提升，农业供应链金融在农村的发展还受到地区、网络、物流等

限制[9]，如何根据不同的融合模式和不同农产品所需的特殊技术，因地制宜地完善基础设施的建设，

亦是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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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融有效需求未充分激活。农村金融需求的主体是农村中小微企业以及农户，作为我国乡村振兴和

普惠金融发展重点服务的群体，这些农村经济主体对于金融服务的需求主要包括借入资金和储蓄资金

两大类。由于贷款利率高、规模小、手续繁杂等因素，往往难以实现各主体合理的资金配置，在农村

金融需求尚未得到充分发掘和利用的情况下，农村产业融合进程的加快亦缺乏内生动力。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过程中，必要的资金支持是至关重要的。绝大多数农户和中小微企业，迫切需要

金融服务的支持，他们有贷款意愿却受限于农产品周期长、回报慢、金融素养低等因素影响，无法得

到传统金融服务的青睐，这也从侧面说明供应链金融所涉及到的金融需求未完全激活，存在着资金借

贷双方的融通漏洞缺口[10]。另外，平台的信任度也是影响金融有效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些农户

和小微企业在进行农产品生产和加工时，为了获取生产要素会在无法满足现有金融机构贷款信用条件

的情况下，更加依赖于供应链金融平台所提供的条件基础、风险控制能力，但这一方式往往较难通过

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的合规性和安全性等审查。除此之外，由于互联网技术普及程度和金融平台宣传

力度的影响，一些上游生产商还无法享受到该政策，也就更无法融入产业融合发展之中。

（三）农业供应链金融的利益联合不稳定

农业供应链上最核心的部分是涉农核心企业以及上下游的小微企业和金融机构等，这些主体在参与供

应链金融融资后具有一体化趋势，但由于核心企业与小微企业等组成部分之间会存在沟通不畅或信息

延迟，往往无法实现深度融合的供应链利益联结，只是简单依靠契约或单据进行组合[11]。当不可控

风险情况发生时，各个主体可能会为了保全自身利益而切断供应链金融所形成的利益闭环，导致联合

体出现断裂，影响产业融合发展。

“精英俘获”现象也会使农业供应链金融的利益联合受到影响[12]，在供应链融资中，金融机构为了在

实现自身发展的情况下进一步控制借贷风险，往往更愿意把资金贷给相对于小微企业和农户信用更好

的主体，这使得小微企业和农户获得资金的概率变小，造成利益共同体初次分配不均的局面。在这些

因素的影响下，小微企业和农民参与到农业供应链金融中的积极性会受到打击，供应链金融所发挥的

资源配置能力也会变弱。

三、供应链金融促进我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建议

（一）增强链条上各主体的信用实力与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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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供应链金融要提高稳定性，更好地服务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必须增强链条主体的信用能力和抗风

险能力。首先，核心企业需要加强自身建设，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趋势中提升自身创新实力，实现科

技赋能，努力打造具有引领性的龙头农产品企业，核心企业要充分发挥自身在农业供应链金融中的引

领作用，帮助中小企业和农户实现融资，创造双赢局面[13]。其次，金融机构在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

也要注重社会效益，利用农业供应链金融平台所具有的信息优势，筛选出稳定性较高、资质成熟的企

业和个体进行融资，完善并优化贷款程序，增强链条的信用实力和资源配置能力。最后，小微企业和

农户要在各方帮助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和产品质量，利用政策优惠把贷款资

金落到实处，增强自身的信用实力，在这样的农业供应链金融良性循环下实现农村一二三产业的持续

性融合。

（二）加快农村金融服务供需主体的能力提升建设

1.金融机构和服务平台强化自身设置，创新服务产品。由于农村经济发展方式和技术手段的更新，在

整个农村产业链不同的运营主体上所获得农业生产资源的信息成本和机会成本都会不断发生变化，相

应地，他们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偏好也会随之发生改变[14]。所以金融机构和服务平台如何把握好这些

来自产业链上主体需求的变化，因地制宜地创新推出处于产业链上不同位置的客户所需要的金融产品

是促进农村产业链融合的另一重点[15]，只有这些金融机构制定了规范化、程序化的针对性服务产品

，才能摆脱在国家要求下相关金融机构积极性不高、创新能力低下的缺点，使农业产业链各环节经营

主体之间形成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为上下游企业提供有力的信用担保。

金融机构和服务平台自身的建设不仅对于整个产业供应链来说至关重要，同时也有利于打破单一的服

务产品形式和消极的服务产品创新态度。为了适应未来农村产业发展导向需要，金融机构应始终围绕

我国农业发展现代化的总方向，把“基在农业、惠在农村、利在农民”的原则落到实处，提升自身信息

获取能力，找到客户需求信息来源，打造出面向整个农村供应链金融产业融合发展的信息平台，实现

供应链和产业融合发展的动态情况掌握，将所具有的信息优势与实体企业联系起来。

2. 政府加强帮扶引导和监管力度。我国在2022年全面推动乡村振兴重点工程，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

中也明确提出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等目标，全面促进乡村振兴的发展。

政府应引导全国各地积极发展农村多元职能、发掘农村多元资源，着重开发农业加工、农村休闲观光

、乡村电商服务等新领域，重点推动现代农业特色园区和农业产业大镇的建设，培植地方优势特色产

业群体，并继续扶持打造全国特色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园项目。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从农村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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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角度进行战略性、规范性帮扶，鼓励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强化现代化农业基础支撑，加快乡村

产业兴旺的步伐。

政府作为供应链金融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进程的引路人，要主动营造有利于良性竞争和稳定发展的

金融市场宏观环境，主动促进金融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双向沟通，实现双方在供应链金融领域的优势互

补，全面改善农村金融供应链上弱势群体金融服务力度不足的问题。同时，要强化对供应链平台的监

管，使供应链金融服务模式更具规模，形式更加规范。

（三）农村产业和农户要改善融资结构，提高自身劳动生产率

农村产业和农户主要存在着由于融资困难而无法在有关平台获得贷款以继续扩大融资的问题。在供应

链金融的发展模式下，一些农村中小企业和农户合作社可以通过与核心企业构成供应链关系来实现信

用等级提升，培养自身的成长意识，提升各环节经营主体的专业化水平，改善他们的融资贷款结构，

形成规范化的融资贷款程序，延长整个产业链所涉及的经营主体，带动农村产业的兴旺发展。而提高

劳动生产率则可以通过购买新生产设备、提高生产工人素质等办法来增加产品的生产总量，从而不断

地扩大农村产业的生产规模，利用农业固定资产的增长不断提高农村企业的投资信用管理水平，把农

业发展的重心放到实现农村先进科技的引入和在农业加工、流通、营销管理上的有效整合上来，引导

当地农民进一步发展壮大乡村经济。

（四）加快农业产业链结构的调整和一体化进程

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是对农村发展的所有重要资源加以权衡、改造和运用的过程，是利用发展现代农

业技术，对农产品重要资源要素加以继续优化合理科学调配，进而实现农产品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

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过程。这和利用供应链金融推动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农业产业

链结构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核心，不仅决定着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还涉及关乎社会稳定的社会效

益，加快农业产业链结构调整是提高整个社会整体效益的有效途径。农业产业链结构的调整和一体化

能够使具有不同优势和特色的企业形成自己的特色产品，形成绿色生态的现代化农业。通过农业产业

链结构的调整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能够使供应链金融发展模式更好地适应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环境，在

实现资源更优配置的情况下使产业链各个经营主体得到更好发展[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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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through Supply Chain Finance

ZHOU Mengliang, ZENG Shihong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in China, farmers and small

and medium-sized agricultural product enterprises are facing operational difficulties such as

financing difficulties, high barriers, and low efficiency in production. The funding problem not only

hinders farmers and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from increasing production and

expanding reproduction, but also becomes an important constraint factor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Supply chain finance revolves

around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 industry supply chain, based on the scale support of core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utilizing credit bundling and guarantee to provide financing for nodes in

the supply chain that require financial support, better meeting their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needs. At the same time, supply chain finance also faces issues such as the need to improve risk

control capabilities, insufficient subject power, and unstable interest alliances. Based on this, in

order to leverage the promoting role of supply chain finance i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hina's rural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firstly, it is necessary to enhance the

credit strength and risk resistance level of various entities in the chain; Secondly, to accelerate the

capacity improve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rural financial service supply and demand ent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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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service platforms should strengthen their own settings and innovate the

types of service products. At the same time,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rengthen the guidance and

supervision of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and farmers, and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ensure a dual approach; Once again, we need to improve the financing

structure of rural industries and farmers, and increase our own labor productivity; Finally,

accelerate the adjustment and integration process of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chain structure,

promote farmers' production and income increase,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economy.

Keywords: supply chain finance ; rural financial services ; integr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 credit

linkage ;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industrial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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