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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供应链金融作为关键融资方式，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对企业短贷长投行为影响重大。文章深入探究其与企

业短贷长投的内在联系，先阐述供应链金融的概念和主要模式，接着基于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和委托

代理理论，剖析其对企业短贷长投的正负效应。研究发现，供应链金融能拓宽融资渠道、降低成本、优

化资金配置，但也存在供应链风险传导、信息共享问题及核心企业主导引发的弊端。最后从强化积极影

响、应对风险、解决信息问题和化解不公平等方面提出建议，为企业合理利用供应链金融改善短贷长投

行为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助力企业稳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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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key financing method, supply chain finance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enterprises’ short-term 
borrowing and long-term investment behavi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economy. This pa-
per deeply explores the intrinsic connection between supply chain finance and enterprises’ short-
term borrowing and long-term investment. Firstly, it elaborates on the concept and main models of 
supply chain finance. Then,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transaction costs, and 
principal-agent, it analyzes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f supply chain finance on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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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rt-term borrowing and long-term investment.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supply chain finance can 
broaden financing channels, reduce costs, and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funds. However, it also has 
drawbacks such as the transmission of supply chain risks, information sharing issues, and the dis-
advantages caused by the dominance of core enterprises. Finally, it proposes sugges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strengthening positive impacts, responding to risks, solving information problems, and 
resolving unfairness, providing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enterprises to rationally uti-
lize supply chain finance to improve their short-term borrowing and long-term investment behav-
ior, and promoting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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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在经济全球化和产业分工精细化的趋势下，供应链的高效稳定运行成为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供应

链金融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成为企业资金运作和供应链生态维系的核心力量。然而，企业短贷长投现

象广泛存在，给企业发展带来诸多隐患。 
从信贷市场看，其结构性失衡使企业获取长期贷款困难，短期贷款却相对泛滥，企业为满足长期投

资需求只能依赖短期贷款。企业内部也存在问题，管理层决策短视、治理结构不完善，导致资金配置不

合理，盲目开展长期投资却缺乏融资规划。行业竞争压力同样促使企业为保持竞争力进行长期投资，但

自身盈利和外部融资难以满足需求，只能采取短贷长投策略，这严重威胁企业资金安全与长远发展。因

此，深入研究供应链金融对企业短贷长投的影响，对企业合理融资、稳健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1.2. 研究意义 
本研究聚焦供应链金融对企业短贷长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理论上，当前供应链金融与企业短贷长投相关研究虽有进展，但缺乏系统深入的剖析。本文整合信

息不对称、交易成本和委托代理等理论，深入探究二者内在关联，有助于完善供应链金融理论体系，丰

富企业融资行为研究视角，为后续学术探讨提供理论支撑。 
实践中，能为企业提供决策依据。帮助企业认识供应链金融利弊，利用其拓宽融资渠道、降低成本、

优化资金配置，减少短贷长投风险，保障资金链稳定，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同时，为金融机构创新服

务指明方向，促使其改进风险评估与服务模式。也为政府监管提供参考，助力制定合理政策，规范市场

秩序，推动供应链金融健康发展，进而促进实体经济稳定增长，提升经济运行效率。 

1.2. 文献综述 

1.2.1. 关于供应链金融的研究 
供应链金融在学术研究和实践应用中愈发受到关注，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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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金融内涵：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定义。Hofmann (2005)认为它集合物流、供应链管理和

金融，是参与者共同创造价值的方式[1]；胡跃飞和黄少卿(2009)提出供应链金融是对链上资源的整合与

资金融通[2]。虽然表述不同，但本质都是围绕供应链上资金流、信息流和物流的整合，为企业提供金融

服务。 
供应链金融模式与创新：闫俊宏和许祥秦(2007)提出应收账款、保兑仓和融通仓融资三种模式[3]；刘

利科和任常青(2020)对比传统与数字供应链金融模式，指出数字模式在客户筛选、风险控制等方面有优势，

但逾期资产处理手段不完善[4]。此外，B2B 电商平台与金融机构合作的供应链金融模式在信用融资等方

面具有优越性。 
供应链金融风险研究：彭路(2018)论证了农业供应链金融可能存在道德风险放大问题[5]；李健等(2019)

构建预警模型以减少信用风险[6]；郑昱等(2020)分析融资模式和风险点，提出风险评估指标体系[7]；赵

成国等(2021)搭建风险管理系统，考虑内外部因素对供应链金融生态风险的影响[8]。 

1.2.2. 关于企业短贷长投的研究 
短贷长投作为企业一种特殊的投融资方式，近年来受到学界广泛关注。以下从现象特征、成因、经

济后果三个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综述。 
现象特征：国内外学者对短贷长投的研究常基于资产负债期限匹配理论。国外研究中，Custodio 等

(2013)分析美国上市公司 1976~2008 年财务数据发现，长期债务总量呈下降趋势，侧面反映出短贷长投现

象的存在，但在金融体系完备的欧美国家，这种现象并不普遍[9]。在我国，2004 年德隆系资金链断裂引

发学界关注，此后高友才等(2012)、白云霞等(2016)经研究发现，众多企业存在短贷长投现象，其中中小

企业问题更为突出[10]。从衡量指标看，国内主要采用匹配策略法、敏感性分析法和投资缺口法等，如汪

佳慧(2022)采用投资缺口法衡量短贷长投，为研究提供了具体量化依据[11]。 
成因：金融机构在信贷投放中因风险控制和资金流动性管理需求，更倾向于发放短期贷款，而企业

的长期投资项目因回收期长、风险高，难以获得金融机构的支持，如白俊和孟庆玺(2015)所指出的，这导

致企业只能用短期贷款替代长期贷款来满足投资需求，从而引发短贷长投现象[12]。同时，部分企业的管

理层存在短视行为，过于追求短期业绩增长，忽视了资金的长期合理配置，孙凤娥(2019)的研究表明这是

短贷长投的重要因素之一[13]。此外，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不完善也加剧了这一问题，股东与管理者目标

不一致，管理者可能为追求自身利益而进行短贷长投，损害企业长期发展利益。在竞争激烈的行业环境

中，企业为保持市场份额和竞争力需进行长期投资，但自身盈利积累有限，外部融资渠道不畅，叶志伟

等(2023)指出企业会选择短贷长投来获取资金[14]。然而，这会增加企业的财务风险，刘晓光和刘元春(2019)
的研究表明其会降低企业的投资效率和创新能力，对企业长期发展不利[15]。 

经济后果：对于短贷长投的经济后果，学术界存在争议。部分国外学者认为其具有积极影响，如 Hart
和 Moore (1995)提出短期债务能降低管理者对现金的掌控，抑制过度投资[16]；Campello 等(2011)认为投

资和融资期限错配能为企业投资提供流动性支持，缓解融资约束[17]。然而，国内多数学者持负面观点。

李凌(2013)发现中小企业因短贷长投导致财务状况恶化，经营绩效受影响[18]；钟凯等(2016)指出短贷长

投以流动性风险为中介，加剧企业经营风险，降低投资效率[19]；刘晓光和刘元春(2019)研究表明企业短

贷长投会使总资产净利率下降，加大财务风险[15]。汪佳慧(2022)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和机构

投资者持股比例能调节短贷长投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高质量内部控制和较高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可弱

化其负面影响[11]。 

1.2.3. 文献评述 
当前供应链金融与企业短贷长投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深化空间。在供应链金融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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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对其内涵、模式创新和风险防控展开了多方面研究，为理解和应用供应链金融提供了理论和实践

基础。对于企业短贷长投，国内外学者在现象特征、成因和经济后果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对其影响有

了较全面的认识。 
不过，将供应链金融和短贷长投结合的研究相对匮乏。现有文献大多在研究供应链金融对企业融资

约束时顺带提及短贷长投，缺乏针对二者关系的系统性剖析。尚未深入探究供应链金融如何具体影响企

业短贷长投行为，本研究将聚焦二者的内在联系，期望为企业合理利用供应链金融优化投融资策略提供

更具针对性的指导，推动该领域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1.3. 创新点 

这篇论文在研究供应链金融对企业短贷长投影响方面具有以下创新点。 
理论框架创新：论文创新性地构建了“信息–风险–决策”“成本–选择–配置”“委托–监督–

行为”三个理论框架。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分别从信息、风险、决策，

成本、选择、配置以及委托、监督、行为等维度，深入剖析供应链金融与企业短贷长投之间的复杂关系，

系统阐释了各理论在其中的作用机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框架。 
研究视角创新：目前将供应链金融和短贷长投结合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献较少，多数仅在探讨供应链

金融对企业融资约束时顺带提及短贷长投。本文则聚焦于二者关系，全面且深入地分析供应链金融对企

业短贷长投的正负双向影响，有助于丰富企业融资行为的研究视角。 

2.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 

2.1.1. 供应链金融 
供应链金融是一种基于供应链核心企业与上下游企业之间真实交易关系，整合物流、信息流和资金

流，为供应链各环节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创新模式。其发展源于企业供应链管理需求与传统金融服务局

限性之间的矛盾。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产业分工精细化的背景下，供应链企业间的交易规模不断扩大，

资金周转压力日益增加，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供应链金融应运而生，旨在通

过创新金融服务，打破传统金融机构对单一企业的授信模式，依托供应链的整体信用，为企业提供更具

针对性和灵活性的融资解决方案。 

2.1.2. 短贷长投 
短贷长投是企业的一种投融资行为，指企业将短期贷款资金投入到长期资产项目中，导致企业的负

债期限与资产投资期限不匹配。这种行为具有期限错配、激进策略的特征，是企业在融资约束下采取的

无奈之举，在我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中较为普遍，增加了企业的资金流动性风险和财务困境风险。 

2.2. 理论基础 

2.2.1. 信息不对称理论 
信息不对称理论在供应链金融中作用关键。传统金融模式下，企业与金融机构信息严重不对称，金

融机构为降低风险倾向发放短期贷款，促使企业短贷长投。而供应链金融通过整合物流、信息流和资金

流，搭建信息共享平台，让金融机构获取多维度信息，能全面、准确评估企业信用风险，提供期限匹配

的融资方案，降低短贷长投可能性。同时，减少尽职调查成本，优化融资流程，利于企业选择合适的融

资方式。 
基于此，构建“信息–风险–决策”理论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信息层面，供应链金融改善信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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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称状况；风险层面，信息完善使金融机构能更准确评估风险；决策层面，企业基于准确信息和合理风

险评估，做出更优融资决策，减少短贷长投，实现资金合理配置，保障企业与供应链稳健发展，全面解

释供应链金融与企业短贷长投间的复杂关系。 

2.2.2. 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成本理论在供应链金融中发挥着优化融资流程、降低成本的关键作用。传统融资模式下，企业

寻找金融机构、提供资料以及金融机构尽职调查等环节，使得交易成本居高不下。供应链金融依托核心

企业信用，将上下游企业纳入统一融资体系，中小企业凭借与核心企业的合作，简化了融资手续，降低

了融资门槛。同时，信息共享平台让金融机构能快速获取企业信息，减少尽职调查时间和成本[9]。成本

降低后，企业在融资决策时，更易选择与自身资金需求期限匹配的融资方式，避免因短期融资成本高而

短贷长投。 
基于此，构建“成本–选择–配置”理论框架。成本层面，供应链金融降低企业融资的交易成本；

选择层面，成本降低使企业有更多融资方式可选；配置层面，企业能依据项目期限合理规划资金，优化

资金配置，减少短贷长投现象，实现企业资金的高效利用，进而推动企业和供应链的稳定发展，全面阐

释交易成本理论在供应链金融与企业短贷长投关系中的影响机制。 

2.2.3. 委托代理理论 
在供应链金融里，委托代理理论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多层面监督，以此降低代理风险。金融机构

把资金委托给企业，期望企业按约用资还款；核心企业希望上下游合规经营保障供应链稳定。为此，金

融机构借助供应链金融平台监控企业资金流向，如在应收账款融资时确保资金回流指定账户；核心企业

通过考核供应商产品质量、交货及时性等，影响其融资资格与额度。这种多层面监督促使企业谨慎用资，

有效减少短贷长投这类不合理资金配置行为，维护企业在供应链中的声誉与融资渠道。 
基于此构建“委托–监督–行为”理论框架。“委托”是基础，明确金融机构与企业、核心企业与

上下游企业间的委托关系；“监督”是手段，金融机构和核心企业分别从不同角度监督资金使用和企业

经营；“行为”是结果，在监督压力下，企业调整自身资金配置行为，减少短贷长投，保障资金合理使

用，实现供应链金融各主体间的良性互动，推动供应链稳定发展。 

3. 供应链金融对企业短贷长投的积极影响 

3.1. 拓宽融资渠道，改善资金可得性 

随着企业对供应链金融参与度提升，融资渠道拓宽，资金可得性增强。在该体系中，企业基于与核

心企业交易关系，通过应收账款、存货融资等模式获取资金。这种基于真实交易的融资，使企业面对短

期资金需求时选择增多，减少对短期贷款依赖，缓解短贷长投。 
据央行金融数据，截至 2023 年我国供应链金融市场规模超 30 万亿，年增长率超 10%。大量中小企

业借核心企业信用背书与交易数据获更多融资机会。如应收账款融资，借助金融科技平台，2023 年业务

量同比增约 20%，企业提前变现应收账款，缓解短期资金压力，减少短贷长投，也能更从容为长期投资

匹配资金，增强资金稳定性。 

3.2. 降低融资成本，优化资金配置 

在复杂商业环境中，供应链金融改善企业短贷主要通过降低融资成本与优化资金配置实现。降低融

资成本方面，传统信贷模式下，金融机构因信息有限提高风险溢价。而供应链金融借助大数据、区块链

构建信息共享机制，从整体评估风险，使参与企业平均融资成本较传统方式降低 2-3 个百分点。同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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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融资产品让企业可按需选成本最低的方式，如存货融资，企业合理规划质押量与期限可降成本。优

化资金配置上，传统融资下企业长期融资难，常短贷长投。参与供应链金融后，凭借独特信用评估与灵

活模式，企业易获低利率长期融资，能依项目期限合理规划资金，超 70%的参与企业资金配置更合理，

有效缓解了短贷长投现象，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打基础。 

3.3. 增强供应链协同，稳定资金流 

企业深度参与供应链金融能够促进供应链的协同发展，进而稳定企业的资金流。数字化助力下，信

息共享与协同达新高度。以区块链为例，截至 2023 年，约 30%大型供应链企业已用其优化流程。分布式

账本使交易透明且不可篡改，智能合约提升协同效率。在此环境中，企业可更好应对风险。如原材料价

格波动时，能借助平台提前调整采购与资金安排，避免短贷长投。核心企业更是发挥重要作用，利用优

势协调资金流，保障上下游资金需求，降低整个供应链短贷长投风险，促进供应链稳定发展。供应链金

融通过这些方式，让企业在面对市场变化时更从容，资金流更稳定，助力企业长远发展，也推动供应链

整体迈向更健康、可持续的未来。 

4. 供应链金融参与程度对企业短贷长投的消极影响 

4.1. 供应链风险传导加剧企业资金困境 

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下，供应链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当供应链遭遇如市场需求大幅波动、原材

料价格急剧上涨、自然灾害或公共卫生事件等外部冲击时，风险会迅速在供应链中蔓延。以新冠疫情为

例，根据相关行业报告，疫情期间大量企业的供应链中断，旅游、航空、餐饮等行业需求锐减，导致相关

企业的应收账款回收困难。对于这些企业的供应商而言，即使其参与了供应链金融中的应收账款融资，

但由于核心企业的资金周转出现严重问题，应收账款无法按时足额回收，金融机构可能会收紧信贷额度

或提高融资成本。据统计，疫情期间约 30%的供应链企业面临金融机构信贷收紧的情况。这使得供应商

不得不寻求其他高成本的短期融资渠道来维持运营，从而可能被迫采取短贷长投的方式，进一步加剧了

财务风险。 

4.2. 信息共享不完全或信息泄露风险 

尽管供应链金融旨在促进信息共享，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问题。部分企业可能出于保护商业机密

或其他自身利益考虑，不愿意完全披露其真实的经营和财务信息。例如，在一些高科技行业，企业担心

核心技术和研发计划等敏感信息被泄露，在向供应链金融平台提供信息时有所保留。根据市场调研机构

数据，约 20%的企业在参与供应链金融时存在信息隐瞒情况。这导致金融机构无法全面准确地评估风险，

可能会影响企业的融资额度和条件。同时，供应链金融平台在信息安全管理方面可能存在漏洞。近年来，

虽然信息技术不断发展，但网络攻击和数据泄露事件仍时有发生。若企业的商业机密和财务信息因平台

漏洞被竞争对手获取，将给企业带来潜在的巨大损失，企业可能会因资金紧张和信息劣势而陷入短贷长

投的困境。 

4.3. 核心企业主导地位带来的不公平交易与融资限制 

在供应链金融中，核心企业通常占据主导地位，这可能引发一系列问题。核心企业可能会利用其优

势地位，与上下游企业签订不公平的合同条款。例如，在一些制造业供应链中，核心企业将付款周期从

原来的 30 天延长至 60 天甚至 90 天，导致供应商资金周转困难。据行业研究数据显示，约 40%的中小企

业供应商在与核心企业合作中面临付款周期延长的问题。同时，核心企业在选择供应链金融合作伙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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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融资额度时，可能会偏向于自身关联企业或大型供应商。这使得部分中小企业在参与供应链金融时

面临融资限制，即使有真实的融资需求和良好的交易背景，也难以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为了维持生产

和供应，这些中小企业可能会选择短期贷款来弥补资金缺口，并将其用于长期资产投资，如设备更新和

技术研发，从而增加了短贷长投的程度，给企业带来了较高的财务风险。 

5. 如何利用供应链金融改善企业短贷长投行为？ 

5.1. 强化供应链金融的积极影响 

企业要强化供应链金融的积极影响。积极融入供应链金融体系，利用其拓宽融资渠道的优势，如通

过应收账款、存货质押等融资模式将供应链资产变现，并与核心企业及金融机构建立长期稳定合作确保

融资稳定。同时，依据其降低融资成本的特点，选择合适融资期限，加强财务管理、提升信用评级，优化

资金配置，避免短贷长投，保障资金链稳定与财务安全。 

5.2. 应对供应链风险传导问题 

企业自身应构建完善的供应链风险监测与预警系统，密切关注市场动态、原材料价格走势及核心企

业经营状况等关键信息，提前预判风险。同时，积极与金融机构建立应急沟通机制，在面临风险冲击时，

迅速协商调整融资策略，如争取信贷额度维持或适当延期还款等，确保资金链不断裂，防止因风险传导

被迫陷入短贷长投困境。 
行业层面可推动建立供应链风险互助基金或保险机制，由供应链各环节企业共同出资参与。当部分

企业因供应链风险面临资金困境时，可从基金或获得保险赔付中获取资金支持，缓解短期资金压力，减

少对高成本短期融资的依赖，降低短贷长投风险。 

5.3. 解决信息共享与安全问题 

供应链金融平台要强化信息安全保障措施，采用先进的加密技术、严格的访问权限管理及定期的安

全审计等手段，确保企业信息在平台上的存储和传输安全。同时，建立信息验证与核实机制，对于企业

提供的关键信息进行交叉验证，提高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减少因信息虚假或隐瞒导致的融资风险。 
金融机构需改进风险评估模型，引入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整合多渠道信息源，包括企业公

开财务数据、行业数据、物流信息及供应链交易数据等，更全面准确地评估企业信用风险，降低因信息

不对称对企业融资决策的不良影响，避免企业因融资受限而采取短贷长投行为。 

5.4. 化解核心企业主导的不公平问题 

政府监管部门应加强对供应链金融市场的监管力度，制定公平交易法规和准则，明确核心企业在供

应链合作中的责任与义务，限制其不合理的合同条款和偏向性行为。建立投诉与仲裁机制，当上下游企

业遭遇不公平待遇时，可及时寻求解决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保障供应链金融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 
中小企业应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提升财务管理水平和信用评级，增强在供应链金融中的竞争力。同

时，积极寻求与金融机构的直接合作，展示自身经营优势和发展潜力，争取更多独立于核心企业的融资

渠道和额度，减少因核心企业主导而产生的融资限制和短贷长投现象。 

6. 结语 

综上所述，供应链金融对企业短贷长投存在双重影响。其积极作用为企业在融资、成本与协同等方

面开启新的发展窗口，有力支撑企业成长；但消极因素也如影随形，带来诸多挑战。展望未来，企业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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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深度挖掘供应链金融潜力，强化自身风险防控与财务管理能力，稳固资金链。行业要凝聚合力，完

善风险互助与信息保障机制，提升整体抗风险韧性。金融机构应持续革新，借科技之力精准评估风险，

提供适配服务。政府则需强化监管，确保市场公平公正、规范有序。唯各方协同奋进，方能助力企业化

解短贷长投难题，充分释放供应链金融效能，推动企业稳健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增添动

力，在全球经济竞争浪潮中勇立潮头、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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