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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服务 “洋芋蛋”汇聚金色产业链   

——供应链金融的定西实践及启示 

 

供应链金融模式用对整个马铃薯供应链信用的评估代

替对单一小微企业、农户的信用评估，在对供应链的物流、

资金流和信息流的充分掌握基础上，有效地解决了小微企

业和农户信用评价机制不完善等问题，金融“活水”浇灌

定西人的“金色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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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服务 “洋芋蛋”汇聚金色产业链   

——供应链金融的定西实践及启示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打赢脱贫攻坚战，助力乡村振兴，离不开金融扶贫、

产业扶贫。供应链金融模式可以与区域特色农业产业深度融合，探索全链条合作和资金支持，成为

助推现代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手。 

一、产融结合，定西“洋芋蛋”有了专属融资方案 

提到定西，不得不提定西“洋芋蛋”。作为定西人的“救命薯”“致富薯”，自“洋芋工程”

实施以来，马铃薯走上了产业化发展的道路。围绕马铃薯产业核心龙头企业，探索全链条合作，辐

射带动上下游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户发展，供应链金融在定西架起了核心企业与马铃薯种植农户

之间稳固的桥梁，有效解决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户融资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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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银行甘肃省分行围绕乡村振兴国家战略，长期深耕农业领域，致力于促进产融结合，通过

支持特色农业产业链普惠上下游小微企业和农户发展。该行通过多次组织开展全省农业龙头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调研走访工作，探寻各地区既符合当地特色产业发展实际，又在产业规模方面比较

领先、脱贫致富带动力强的客户作为核心企业，依托供应链平台对核心企业自身及其上下游客户开

展融资对接。其中，最为成功的是定西马铃薯供应链融资“蓝天扶贫”新模式。 

甘肃蓝天马铃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蓝天公司）成立于2002年8月, 是一家集马铃薯种植、

加工、购销、服务为一体的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像许多农业企业一样，地处乡镇，土地评估

价值低，能够提供抵押的资产比较少。且马铃薯收购季节资金需求量大，生产期比较集中，产成品

销售周期和货款回笼周期较长，使企业难以有足额周转资金开展规模化生产运营。 

工商银行甘肃省分行在当地政府支持下，灵活创新业务权限，有效地实现了由蓝天公司作为核

心企业提供担保，为其供应链上游马铃薯种植、收购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农户通过“供应链业务”线

上融资平台，提供综合融资服务。至此，定西“洋芋蛋”有了专属融资方案。 

据了解，“蓝天扶贫”马铃薯供应链融资模式先后带动了定西福景堂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

定西国宝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等130余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和30余家马铃薯种植、收购大户的发展，

直接或间接带动马铃薯种植户2万余户，贫困户5000余户。供应链融资模式用对整个马铃薯供应链

信用的评估代替对单一小微企业、农户的信用评估，在对供应链的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充分掌

握基础上，有效地解决了小微企业和农户信用评价机制不完善等问题，金融“活水”浇灌定西人的

“金色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 

表 1：马铃薯产业开启定西脱贫致富路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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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立足产业链条垂直深耕 核心企业是关键 

实践中，核心企业是供应链金融的“原点”，也是向产业上下游垂直深耕的关键。2019年7月，

《中国银保监会关于推动供应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指导意见》明确，银行保险机构应依托供应链

核心企业，基于核心企业与上下游链条企业之间的真实交易，整合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各类信

息，为供应链上下游链条企业提供融资、结算、现金管理等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 

金融机构需立足产业链条，加强垂直领域深耕，在资金流、现金流、信息流等可得的情况下，

通过挖掘核心企业，有效扩展金融服务范围，实现金融普惠。 

以“蓝天扶贫”马铃薯供应链融资模式为例，工商银行甘肃省分行基于蓝天公司运营体系，结

合其上下游的供销货架构，以蓝天公司为核心，将业务视角延伸至该公司上游负责原料供应的农民

专业合作社及马铃薯种植农户，依托马铃薯种植、收购、加工、销售的供应链，通过将蓝天公司作

为核心企业对原料收购资金进行专项授信，对其上游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和种植农户发放贷款。同时，

进一步延伸融资链条，结合其上游供货商的供货体系，针对其已签订种植协议的合作社和农户，依

据其供货协议文本，提供在种植环节苗木、种子、化肥等低成本融资服务，有力解决了合作社及农

户马铃薯规模化种植“融资难、融资难”的问题。在企业客户资质筛查方面，核心企业提供的交易

信息和推荐建议也为业务开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与此同时，通过为核心企业提供综合授信，可以有效把控风险，上下游合作社和农户授信额度

纳入核心企业综合授信额度统筹管理，防范虚假交易合同、关联交易等风险。以马铃薯供应链融资

为例，2017年，工行向蓝天公司发放“蓝天贷”8000万元，其中蓝天公司使用5000万元，上游农民

专业合作社使用3000万元；2018年，给蓝天公司的综合授信调增至1.5亿元，其中蓝天公司自用7000

万元，上游农民专业合作社使用8000万元；2019年，工行共计向蓝天公司授信2亿元，其中1亿元用

于蓝天公司自身运营，1亿元专项用于上游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使用。此举既保障了蓝天公司马

铃薯的及时收购，也为上游合作社及农户在种植、收购环节提供了便利、低成本的融资服务。 

以核心企业的销售收入作为授信依据，以收购资金封闭运行作为风控抓手，立足产业链条垂直

深耕，不仅有效解决了农业龙头企业原料收购资金问题，保证了原料的及时收购。同时，以核心企

业的专项授信为基础，将信贷资金通过核心企业的供应链延伸到上游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支持了核

心企业上游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核心企业通过上游的农民专业合作与广大马铃薯种植农户建立

了相对稳定的种苗、农药、化肥供应和马铃薯收购的产业链，带动了马铃薯种植农户的脱贫致富，

实现了产融互相促进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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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产业链条垂直深耕，构建新型产融关系，从核心企业出发，能够不断拓展融资场景。不仅

向上游拓展原材料供应商等融资需求，还可以拓展至下游分销商乃至最终消费者等，将传统的

“1+N”交易结构延展到“N +1+ N”，还可以与消费金融等产品结合，打造综合融资产品，为消费

扶贫提供资金支持，真正打通产、供、销一体化链路。 

三、健全风控体系 供应链金融线上化服务趋势显现 

全生命周期风险管控是业务开展的必要条件。据调查，金融机构或供应链平台企业普遍采用多

重风控措施和监管手段防范风险。核心企业提供承诺回购、调剂销售以及资金定向支付、核心企业

提供担保等措施都是最为普遍的风控措施。以定西马铃薯供应链金融模式为例，农业产业链金融

风控体系建设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注重真实交易背景和企业资质审查。工行甘肃省分行围绕供应链运营关系，对核心企业

从客户评级、行业地位、财务指标、发展前景等方面多渠道进行系统模型的综合筛查。对上下游

客户综合采取企业资质评定、核心企业推荐、交易结算数据多维度筛选，确保上下游客户与核心

企业贸易背景真实有效，企业供销关系稳定。 

二是依托供应链金融平台，强化交易全生命周期管理。当前供应链金融平台建设主要有几种

模式，一是金融机构依靠自身科技和客户资源等方面的优势，搭建供应链融资平台。二是核心企

业从自身交易链条和掌握的信息出发搭建平台，比较典型的如物流企业供应链金融平台。三是由

科技公司建设平台，对外输出服务。 

工商银行根据交易特点，搭建起线上电子供应链融资服务平台，供应链上下游客户与核心企

业通过电子商务网站或E-ERP平台进行电子在线交易，由工行凭借电子在线交易信息、商业资信记

录，并依托核心企业信用，通过电子化渠道为核心企业上下游提供的在线供应链融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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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工商银行电子供应链产品体系 

 

来源：工行官方网站 

在定西马铃薯供应链融资模式中，通过与核心企业银企互联、网银、智慧联等渠道和方式进

行电子化交易信息互换，或核心企业入驻工行融e购电商平台，基于供应商、经销商与核心企业从

签约、发货、收货、验货、结算等交易节点，银行为其上、下游客户办理从订单到收款的全流程

融资。电子供应链融资服务平台的运用强化了贷前、贷中、贷后生命周期管理，同时也让农业合

作社和种植农户享受到了便捷的线上服务。 

通过线上供应链融资平台，农户和小微企业真正享受到在家通过手机或电脑就能轻松获得低

成本的融资，大大提高了金融资源的普惠性和可得性。随着资金的回笼情况，随借随还，减轻了

小微企业和农户的融资成本同时，“手机”成为农户的新农具，数据化资源为现代农业引来金融

活水。 

三、第三方物流、信用、质检等多维度数据成为重要风控手段。多样化、多维度的数据体系

对于全面评估企业资质和资产质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万联供应链金融研究院和中国人民

大学联合发布的《2019中国供应链金融调研报告》调研结果，从供应链金融服务涉及的风控信息来

源看，86%的企业使用了历史交易数据进行风控评估，86%的企业使用了订单及合同，分别有79%和 

70%的企业应用了财务报表和银行征信，68%和65%的企业使用了物流仓储和生产运营的数据，同时

有62%、60%、56%、51%和21%的企业使用了法院、工商、税务、中登和关检汇的数据。因此，多维

风控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处理效率也是供应链金融机构开展全流程风险管控的重要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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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企业的供应链金融业务的风控信息来源 

 

来源：《2019中国供应链金融调研报告》 

在马铃薯供应链融资模式中，工行甘肃省分行针对不同种类的核心企业客户，通过引入第三

方物流监管企业和第四方信息检测平台保障资金安全。 

四、意见建议 

一、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鼓励区域特色农业供应链金融业务开展。定西马铃薯作为国家地理

标志产品，是定西地区大力支持的重点农业产业。数据显示，2019年定西市马铃薯产业总产值187

亿元，农民人均马铃薯产业纯收入占到了人均纯收入的23%以上。工商银行甘肃省分行立足产业实

际，通过掌握核心企业上下游真实的交易背景，开展“蓝天扶贫”供应链融资模式，将金融服务

“向上游供应前端延伸”，为农业合作社和种植农户解决了融资难题，为定西马铃薯产业链保障

生产主体、保就业，实现产业扶贫提供了资金支持。 

我们建议，对于脱贫攻坚任务重、区域特色农业产业资源丰富的区域加强普惠资源资金支

持，完善相关考核和激励机制，大力发展基于真实交易背景和稳定交易结构的农业产业供应链金

融，不仅要将金融服务向上游供应前端延伸，还要向下游消费终端延伸，将金融扶贫和消费扶贫

有机结合，助力打造区域特色农产品品牌，提供覆盖全产业链的金融服务。 

二、搭建数据平台 破解市场主体信用机制不完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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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金融业务涉及产业链条主体众多，“数据”信息作为重要的要素资源对于供应链金融

业务开展和风控监管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小微企业和农户融资困难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信用机

制不完善，传统融资抵质押物等增信措施不充分的情况下，信用信息不对称现象突出。 

中国供应链战略管理研究中心等机构发布的《疫情下企业融资与供应链金融调研报告》显示，

参与调研300家融资机构中，有85.8%受调研企业非常希望政府开放公共数据，如海关、税务、市场

监督、工商注册等，以及其他零散的数据，如司法、舆情等。但是，这些信息不能仅止步于开放共

享，陷于“一放就乱”的境地。 

因此，搭建数据平台，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积极作为，建立“政银企”有效协同机制，完善信用

信息共享的反向制约机制，破解市场主体信用机制不完善难题的同时，保障企业信用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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