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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贸易数字化转型加速的背景下，跨境电商凭借其突破时空限制的独特优势，已成为推动国际贸易

增长的核心引擎。然而，资金周转效率低、跨境支付复杂及供应链协同不足等结构性矛盾，始终制约着

跨境电商企业的规模化发展。本研究以供应链金融为切入点，系统探索其通过技术创新与模式重构赋能

跨境电商企业的路径机制。研究发现，供应链金融通过使用区块链技术为跨境电商企业交易提供便利性，

同时供应链金融拓宽了跨境电商企业的融资渠道。由此可见，供应链金融赋能跨境电商企业，能突破其

发展瓶颈，加速其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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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accelerat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trade, cross-border e-com-
merce, with its unique advantage of breaking through time and space limitations, has become the 
core engine driving the growth of international trade. However,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such as 
low capital turnover efficiency, complex cross-border payments, and insufficient supply chain col-
laboration have always constrained the large-scale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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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s. This study takes supply chain finance as the entry point and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path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it empowers cross-border e-commerce enterprises throug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model reconstruction.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supply chain finance 
provides convenience for cross-border e-commerce enterprises’ transactions by using blockchain 
technology,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broadens the financing channels for cross-border e-commerce 
enterprise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empowermen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enterprises by sup-
ply chain finance can break through their development bottlenecks and accelerate their develop-
ment t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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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的高速发展，数字技术与其深度融合，跨境电商已成为国际贸易的核心驱动力，其凭

借突破地域与时空的双重局限，通过重构产业价值链的独特优势，在全球商业贸易中占据一席之地。然

而，跨境电商企业在高速发展过程中，仍然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普通企业所面临的资金困境。如跨境电商

企业由于其销售货物周期长，容易面临着资金周转效率低下，尤其是跨境电商企业的跨境支付流程复杂，

涉及到的交易对象众多，协调难度加大等问题严重制约着跨境电商企业的发展。在此背景下，供应链金

融凭借其整合供应链资源，协调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交易信用。为破解跨境电商企业发展提供了新的路

径。供应链金融通过整合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使其纳入统一管理框架下，能够缓解企业短期资金流

动压力，提高资金周转速度，通过核心企业的信用背书，为供应链上的上下游企业提供融资支持，缩短

交易过程中的资金审核时间，极大提高了资金周转效率，为跨境电商企业的快速发展提供支持。 

2. 文献综述 

陈游(2025) [1]以农产品为研究对象，发现农产品供应链存在着不均衡的问题，农户以及农业企业在

融资方面存在问题，而嵌入式金融则可以解决农户以及农业企业在资金方面的问题。嵌入式金融通过与

电商平台合作，可以解决其销售渠道问题，提高交易效率，而与农业合作社合作可以获得相应的信贷支

持，所获得的资金可以用于农产品规模扩大以及采用机器化种植与收割，从而提高效率。戴立君等(2022) 
[2]提出农村电商发展存在基础设施落后，产业资金服务单一以及人才资源匮乏问题。因此，要盘活农村

资源，借助供应链金融的创新模式，加强对农村电商人才的培养，加速农业企业现代化发展。胡晓峰(2021) 
[3]提出以银行，电商平台，核心企业为主导，从而形成三种主流模式。通过分析三种模式运行机制，指

出农业供应链与数字技术结合过程中，存在资金供应不足，参与主体合法权益难以保障等问题。而对于

化工行业，企业同样存在着融资压力，供应链金融作为一种新的融资方式，对于提高企业风险管理水平，

保障资金安全有重要意义(赵永红，2024) [4]。史金召(2022) [5]等学者将传统供应链金融与跨境电商特点

相结合，率先系统提出“三类五种”跨境电商供应链金融模式。研究发现，跨境电商供应链金融在跨境

交易资金合法性，汇率变动等方面存在诸多“新风险”，因此，商业银行在开展此类业务时应制定风险

管理策略。杨青(2020) [6]运用演化博弈方法研究了在委托代理模式下，银行委托电商平台对融资企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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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授信管理时的银行监管问题。研究发现，当银行与电商平台各自付出的成本较高时，双方都没有动力

参与到该项业务中，此时该供应链业务极大可能面临失败。童年成等(2019) [7]以电子商务为背景，对线

上供应链金融做出理论解释并对三种供应链融资模式进行深度探究。姜浩等(2019) [8]认为随着互联网技

术与供应链金融融资模式的不断融合，使得该新型的供应链金融模式解决了传统供应链金融模式中存在

的风险高，管理成本大等问题，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了新的渠道。 
李向红等(2023) [9]提出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账本、数字签名、不对称加密算法与智能合约机制有助

于跨境电商去中心化体现的构建。区块链技术赋能跨境电商数字化发展，提升跨境电商供应链管理水平。

孟静(2021) [10]从区块链技术视角分析跨境电商行业的供应链金融风险，并分别对供应链金融中涉及到的

信用风险与操作风险采用不同的应对措施，以降低供应链金融风险。董兴林(2021) [11]通过构建区块链 + 
B2B 线上供应链金融模式，解决线上供应链金融业务上存在的问题。 

通过梳理文献发现，现在大多数学者对供应链金融与跨境电商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区块链技术在跨

境电商与供应链金融中所实现的价值或者是研究供应链金融模式下跨境电商企业实现融资的理论机制，

而较少有学者将区块链技术与融资约束纳入同一个研究范围内进行考虑，本文从区块链技术与融资约束

两个角度切入，理论验证供应链金融赋能跨境电商企业发展的作用机制。 

3. 供应链金融概述 

3.1. 供应链金融的概念 

供应链金融是在分析与总结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通过开辟新的融资渠道的过程中

应运而生的(Berger, 2006) [12]。因此，供应链金融通过核心企业的信用背书，使得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供应

链上下游企业的融资提供新型的融资产品或者服务，进而满足企业所需资金要求(胡跃飞和黄少卿，2009) 
[13]。总之，供应链金融通过评估该供应链上融资企业的信用风险，最后决定为其提供融资的金额以及期

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整个供应链上的现金流，物流，信息流以及商流的一致性，提高了整个供应

链上资金的使用效率(Wuttke 等，2013；唐友伟，2011) [14] [15]。 
基于此，将供应链金融界定为银行等金融机构以供应链上的核心企业与之有真实贸易关系的上下游

企业为基础，凭借核心企业在银行的信用等级，根据真实的预期现金流作为依据，所创新出的供应链融

资模式。主要分为：应收账款融资，预付账款融资以及存货抵押融资(凌润泽，2021) [16]。其中，应收账

款融资是指企业销售商品或服务，但由于收到的不是现金等流动性强的资金流，而是商业汇票。这就使

得企业的资金没有及时流入，从而导致该企业的其他采购或者投资活动受到影响。这时候，借助供应链

金融的特性，该企业可凭借核心企业在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用背书，以应收账款作为抵押获得融资支持。

预付账款融资同样是基于该供应链上核心企业的信用情况，可将预付账款票据向银行申请融资。存货抵

押融资也就是将存货作为抵押物，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支持(夏雨等，2019；闫俊宏和许祥秦，2007) 
[17] [18]。总之，这三种融资模式的核心都是借助核心企业在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用等级背书，通过该核

心企业与之发生的真实贸易往来，为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顺利交易提供资金支持。 

3.2. 供应链金融发展现状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金融科技的不断融入，供应链的发展也呈现出更加广阔的空间。供应链

金融如今更加精细化，区域化，这充分拓宽了其为跨境电商企业融资的实力以及潜力(陆岷峰；2021；宋

华，2019) [19] [20]。加入了数字技术的供应链，通过区块链技术将融资企业的交易信息以及生产经营情

况等信息上传至供应链平台，通过区块链技术中的存储功能以及信息不改纂改等特性，降低了银行等金

融机构监督企业资金流向的成本(王程超等，2023；何静和旷开源，2023) [21] [22]。与商业银行的传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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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控制的模式相比，数字技术以及人工智能技术提升了金融机构的风险识别能力且降低了其在评估风险

中所耗费的人力物力成本，为金融机构以及企业双方提供更便捷的服务(Cornelli 等 2020；Frost 等，2019) 
[23] [24]。当企业通过供应链进行融资时，涉及交易的各方可借助区块链平台查看该融资企业的财务情况

以及与其他企业的贸易往来信息，通过平台所录入的信息，交叉验证，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同时又可避

免同一订单多次融资，多次抵押以及企业在获得资金后所发生的道德风险问题(龚强等，2021；许荻迪，

2019；朱兴雄等，2018) [25]-[27]。王程超和张路(2022) [28]指出通过金融科技可以从以往的事后监管转变

为事前监管、从静态监管转变为动态监管，而且通过智能合约技术可以实现限制融资企业资金使用渠道

以及实现票据拆分和自动结算等功能，极大提高了供应链金融的融资效率，并能够有效降低风险。 

4. 跨境电商概述 

4.1. 跨境电商的概念 

跨境电商是指不同国家的交易对象，借助互联网平台进行的跨区域跨国界的商品和服务交易活动，

涵盖跨境零售、B2B 贸易、跨境支付、国际物流及清关服务等一系列环节。其核心特征在于依托数字技

术打破区域局限，遍及全球市场，使企业或个人能够直接触达海外消费者或供应商，实现资源的高效配

置和贸易便利化。主要模式包括 B2C、C2C，并逐渐衍生出社交电商、直播带货等新形态。 

4.2. 跨境电商发展现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跨境电商逐渐引起了国家和企业的重视。跨境电商主要是以外贸企业为导

向，通过整合信息，将商品从生产者运输到需求者，而不受时间地域限制，进而能够拉动经济快速增长

[29]。尤其在近几年国家出台的关于推进跨境电商发展的政策的支持下，我国中小微企业从业者积极参与

其中，跨境电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匹黑马。尤其是 2016 年的 G20 峰会上，跨境电商首次成为推

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军。2019 年 4 月，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峰会的举行，加快了我国跨

境电商的发展，使得参与峰会的国家与我国跨境电商贸易更加紧密。随着跨境电商市场规模的逐步扩大，

根据海关统计调查显示，2021 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达到 1.98 万亿元，增长了 15%，企业数量从

2013 年的 73 家增长至 2021 年的 4727 家，每年平均增长 168.42%1。由此可见，跨境电商发展已成为拉

动我国经济增长以及对外贸易的引擎，未来仍需加大对跨境电商发展的支持力度，不断筑牢与扩展跨境

电商发展生态圈，为我国经济发展助力。 

5. 供应链金融赋能跨境电商的路径研究 

在全球贸易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供应链金融通过技术创新与模式重构，为跨境电商企业突破资金

周转瓶颈、优化风险管理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 

5.1. 供应链金融通过区块链技术支持跨境电商发展 

5.1.1. 区块链技术降低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支持跨境电商发展 
区块链中的分布式账本技术是指将供应链中的所有参与方作为区块链网络中的节点，共同维护一个

分布式账本，在这个账本中囊括了所有参与方的交易信息。具体而言，区块链技术将供应链上的各个参

与方，如供应商、制造商、物流商以及金融机构等纳入分布式账本，各个参与方均在该账本中完成交易

信息登记，如货物的采购、运输与交付等，这些信息一旦记录在区块链上就无法被篡改，因此保证了信

息的完整性与真实性。同时，供应链上所涉及的各个参与方可在该账本中查看与该企业有直接交易的货

物状态，无需依赖单一的中心化机构来提供信息，从而避免了信息被篡改或者隐瞒的风险，降低了供应

 

 

1国务院新闻办就 2021 年全年进出口情况举行发布会(http://www.gov.cn/xinwen/2022-01/15/content_56684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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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上各个参与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使得交易更加透明化。除此之外，通过区块链技术可判断交易

完成时间以此来减少货物在仓库积压的时间，加快货物周转，提高周转效率，缩短供应链上各个节点的

时间成本，加快供应链上跨境电商交易流程的推进，提高交易效率。 

5.1.2. 区块链技术与供应链金融工具结合支持跨境电商发展 
区块链技术能与不同的供应链金融工具结合，解决跨境电商交易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在支付方面，

传统的跨境支付存在着成本高，到账慢等问题，区块链技术通过分布式账本，去除中间与各个银行交涉

的手续费等环节，通过跨境支付平台直接进行交易，从而降低资金在交易双方流通的成本，缩短了交易

时间，提高了资金的周转效率。在证券发行方面，运用区块链技术进行证券发现，能实现数字化等价和

交易，通过智能合约自动执行发行流程，降低发行成本和合规风险，提高发行效率。除此之外，在证券

交易阶段，区块链技术还可以实现证券交易的去中心化，去除中介机构，降低代理成本，为企业筹集更

多资金，保障跨境电商企业业务的顺利进行与稳步发展。在信贷方面，跨境电商交易涉及多个交易方，

供应链上游、下游等各个环节顺利开展才能使得整个交易达成，而一旦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会导致整

个供应链上的其他环节受到影响，严重的可能会使得供应链条断裂，因此，选择供应链各个环节的合作

伙伴相当重要。而区块链能整合企业的信用记录，企业之间交易记录以及金融机构提供的信用等级评价，

为跨境电商企业选择合作伙伴以及金融机构提供贷款给予参考，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供应链上各环节

企业承担的风险，助力跨境电商交易的顺利完成。 

5.2. 供应链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支持跨境电商发展 

5.2.1. 核心企业通过信用传递缓解融资约束 
供应链金融相比于传统的融资手段，引入了核心企业信用背书，而不单单只是以融资企业的信用状

况为依据。通过供应链上与该融资企业有真实交易的核心企业的信用为基础，以该核心企业在金融机构

的信用等级情况来判断是否为该企业提供贷款。因此，供应链上核心企业的信用评价高，通过信用传递

给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金融机构基于对核心企业的信任，愿意为这些企业提供贷款，且可以根据供应链

上企业之间的交易情况为他们争取到更多的贷款以及更低的贷款利率，进而降低了企业的融资门槛，缓

解了融资约束。 

5.2.2. 供应链金融通过整合多方参与缓解融资约束 
企业可将供应链中产生的应收账款，预付票据以及存货进行抵押获取融资，由于供应链上交易涉及

多个交易方以及交易各方针对交易所进行的监管措施，可从更多方面与角度对企业业务开展情况进行监

督，这弥补了金融机构单方监管的不足，降低了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由于供应链上风险共担的性质，

使得金融机构所承担的风险被分散，因而金融机构愿意以较低的利率或者更少的贷款条件为企业提供资

金支持，故降低了融资门槛，缓解了融资约束。 

6. 结语 

供应链金融通过区块链技术与缓解融资约束的双重路径，为跨境电商构建了数字化、弹性化的赋能

体系。区块链技术凭借其去中心化、不可篡改与可追溯的特性，有效破解了跨境贸易中信息孤岛与信任

缺失的痛点，将分散的订单、物流、支付等数据上链整合，使金融机构得以实时验证交易真实性并动态

评估企业信用，显著降低了风控成本与融资门槛。与此同时，供应链金融通过订单质押、应收账款保理、

库存融资等创新工具，精准匹配跨境电商“轻资产、长账期”的运营特征，将传统依赖固定资产抵押的

融资模式转向以数据流、货物流为核心的动态授信机制，有效缓解了企业因资金周转压力导致的增长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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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二者的协同作用不仅优化了全链条资金效率——区块链强化了数据增信，融资工具加速了资金回流，

更系统性降低了汇率波动、信用违约等风险对跨境业务的冲击。未来，随着区块链技术的深度应用与供

应链金融生态的完善，跨境电商企业将进一步突破地域与资源限制，在全球市场实现敏捷扩张与韧性增

长，而技术与金融的深度融合，亦将成为驱动数字经济时代国际贸易革新的核心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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