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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研究跨境电商供应链金融风险的协同治理机制，探讨政策工具与区块链技术的双轮驱动作用，旨在

揭示“政策 + 技术”在跨境金融领域的内在逻辑，丰富供应链金融理论体系，为后续研究提供新视角。

同时，为中小外贸企业提供可操作的风险防控方案，优化供应链金融管理流程，降低风险，提升融资效

率与经营效益。通过多案例对比法，选取京东、蚂蚁金服、广西“桂惠贷”三种模式进行分析，结果表

明：政策工具与区块链技术的协同治理能有效降低跨境电商供应链金融风险。京东模式通过银企合作与

区块链技术提升融资效率；蚂蚁金服“双链通”模式利用区块链与大数据技术降低信息不对称风险；广

西“桂惠贷”模式通过政策引导与区块链技术结合，构建多方协同的风险防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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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supply 
chain financial risks, and explores the dual-wheel drive role of policy tools and blockchain technol-
ogy, aiming to reveal the internal logic of “policy +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cross-border finance, 
to enrich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upply chain finance, and to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subsequent research. At the same time, it provides small and medium-sized foreign trade enter-
prises with operable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olutions, optimizes the supply chain finance man-
agement process, reduces risks, and improves financing efficiency and operational effectiveness. 
Through the multi-case comparison method, the three models of Jingdong, Ant Gold Service and 
Guangxi “Gui Huidai” are selected for analysis,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ynergistic governance 
of policy tools and blockchain technology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risk of cross-border e-com-
merce supply chain finance. Jingdong mode improves financing efficiency through bank-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blockchain technology; Ant Gold Service’s “Double Chain” mode utilizes blockchain 
and big data technology to reduce the risk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Guangxi’s “Gui Huidai” 
mode builds a multi-party collaborative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through the combina-
tion of policy guidance and blockchai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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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在互联网技术加速迭代与全球经济一体化深化的进程中，跨境电商市场逆势增长，成为推动国际贸

易发展的关键力量[1] [2]。2024 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达 2.63 万亿元(约合 3690 亿美元)，同比增幅

10.8%，其中出口收入 1807 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 6845 亿美元)1，成为我国出口贸易的新兴增

长极。然而，跨境电商繁荣背后存在资金流协同水平滞后的问题：大量具备“纯贸易”属性的交易商因

缺乏固定资产抵押难以获取商业银行贷款，面临显著的营运资金压力[3]。在此背景下，优化资金流动机

制并强化融资支持，成为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环境下的重要课题。供应链金融作为一种以供应链真实贸易

背景和流动资产为基础的融资模式，为贸易型中小企业提供了融资服务[4] [5]。但当其与跨境贸易、电子

商务融合后，风险要素的复杂性显著提升，精准识别潜在风险并实施有效管理尤为关键。国家对跨境电

商与供应链金融发展给予高度关注并构建政策体系：2020 年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七部委发布相关意见明确

行业发展方向与规范；2022 年银保监会出台指导意见要求优化业务结构、扩大服务覆盖面；2024 年商务

部等九部门发布意见强调降低供应链成本、鼓励金融机构合规开展供应链金融服务并优化跨境资金结算；

2025 年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首次将“类票据”界定为应收账款电子凭证，明确供应链信息服务机构的权

责义务以防范金融风险。系列政策为跨境电商供应链金融风险管控创造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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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本研究聚焦于跨境电商供应链金融风险的协同治理机制，深入探讨政策工具与区块链技术在其中

的双轮驱动作用。通过分析政策工具如何引导和规范市场行为，以及区块链技术如何从技术层面解决

信息不对称、提升交易透明度等问题，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供应链金融理论体系，拓展跨境电商领域的

金融理论研究边界，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思路。当前，中小外贸企业在跨境电商

供应链金融中面临着多种困境，本研究成果将为中小外贸企业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风险防控方案。通

过研究多案例对比，分析不同模式下风险治理的有效措施，企业可以借鉴成功经验，结合自身实际情

况，优化自身的供应链金融管理流程，降低风险发生概率，提高融资效率和经营效益，从而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中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也有助于提升整个跨境电商行业的风险防控水平，促进其健康稳

定发展。 

2. 文献综述 

2.1. 跨境电商相关研究 

从贸易实现方式看，跨境电商是依托线上平台向境外消费者销售商品的商业形态[6]。基于贸易流向

与交易主体差异，该领域可从两个维度划分：一是按进出口属性分为出口型和进口型，二是按交易模式

分为 B2B (企业间交易)与 B2C (企业对消费者交易) [7]；若将两类维度结合，可进一步细分为出口 B2B、
进口 B2B、出口 B2C、进口 B2C 四种具体类型[8]。在运营模式层面，跨境电商企业主要形成两种发展路

径：一类是借助亚马逊、阿里巴巴国际站等第三方平台的入驻式销售模式(平台型)，另一类是企业自建独

立线上商城的自营模式(自营型)。 
随着全球化进程深化，跨境电商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形态。Kim 等(2017)研究指出，该模式

能通过缩短产销链条实现消费端与生产端的效益提升[9]。该研究从跨境电商对产业链效益的影响角

度出发，为行业发展提供了有益视角，但未深入探讨其面临的金融风险及治理问题。邢光远等(2020)
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背景，从进出口税收政策、货物监管体系、配套服务机制三个方面，梳理了中

国跨境电商政策的演进脉络[8]。该研究着眼宏观政策层面，为理解跨境电商政策环境提供了框架，

但其对政策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的进出口税费、货物监管和配套服务等，未深入剖析政策对跨

境电商供应链金融风险防控的具体影响。熊励等(2020)则基于政策组合分析框架，探讨了不同政策工

具对我国跨境电商生态系统构建的影响机制[10]。该研究重点在于政策组合对跨境电商生态系统的影

响，对于供应链金融风险的协同治理机制，如政策工具与区块链技术如何共同作用于风险防控，未进

行深入研究。 
尽管行业发展态势良好，实践中仍面临跨境物流信息共享效率低、在线支付安全性不足、技术应用

适配性差等现实问题。对此，学者们展开了多维度探索，现有文献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取得了一定成果，

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Liu 与 Li 提出一种集成多元算法的区块链技术架构，以提升跨境电商供应链的信

息流协同水平[11]。该研究聚焦技术层面，为解决信息共享问题提供了新思路，通过多链结构、数据管理

模型和块结构模型的构建，有效提高了信息追溯和交易的透明度与安全性。Elia 等基于资源基础理论

(RBV)，从企业资源角度分析出口绩效，具有一定理论深度，为理解企业如何利用数字资源提升竞争力提

供了有益见解。但其局限性在于未关注金融风险治理，对于跨境电商供应链中金融风险的识别、评估和

控制缺乏深入研究[12]。Ren 等构建融合库存管理与需求预测的 S2SCL 决策模型，实现对跨境物流需求

不确定性的精准量化分析[13]。该研究在物流决策方面具有创新性，通过深度学习方法有效地整合了库存

优化和需求预测过程，为跨境物流服务容量分配提供了科学依据。但其对供应链金融风险涉及较少，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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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充分探讨金融因素对物流决策的影响。Wang 等通过引入客户时间价值偏好的效用函数，建立三种跨境

物流决策模型，为零售商选择最优物流模式及制定营销策略提供理论支持[7]。然而其未能深入分析金融

机制如何与物流决策相互作用以实现供应链的协同治理。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展这些领域的探讨，

加强政策工具、金融风险治理和供应链金融协同治理等方面的研究，以更全面地解决跨境电商供应链中

的现实问题。 

2.2. 供应链金融相关研究 

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供应链金融的核心是构建基于产品供应链管理的金融服务体系。Goei
等(2016)与 Wang (2017)的研究提出，该模式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金融服务，更是融合先进技术的新型运

营体系，能够有效增强供应链主体间的协作稳定性[14]。这两篇文献强调了供应链金融与技术融合的重要

性，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基础性框架。陈思洁等(2020)指出，核心企业依托自身信用优势与市场地位，为上

下游中小企业提供涵盖资金、信息、物流的多维信用支持，通过这种跨维度整合机制，显著提升中小企

业融资能力并激发发展动能[15]。该研究从核心企业的信用支持作用出发，对供应链金融的运作机制进行

了深入分析，为理解供应链金融的实际运作提供了独特视角。然而，其对跨境场景下的风险治理探讨

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在国际化背景下的适用性和指导意义。田军(2024)针对预付账款融资模

式的研究表明，供应链金融可为下游中小企业提供融资便利，助力企业维持资产流动性水平[16]。该研

究聚焦于具体的预付账款融资模式，对中小企业融资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提供了可行的融资模式参考。曹杰(2021)则关注数字技术的影响，提出其应用突破了传统金融服务的信

息屏障，促使资金在供应链内部高效流转，在提升使用效率的同时降低参与方运营成本与市场风险[17]。
该研究从数字技术角度分析供应链金融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为供应链金融的技术创新方向提

供了重要指引。 
目前供应链金融领域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果，涵盖了从基础理论到具体运作模式的多个方面，为

后续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然而，现有研究在政策工具与供应链金融的融合、跨境场景下的风险治理以

及政策与技术的协同作用等方面仍存在不足，这为未来的进一步研究留下了广阔空间。 

2.3. 跨境电商与供应链金融相关研究 

在跨境电商与供应链金融协同发展领域，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展开了系统性研究。张文镔(2021)的研究

表明，金融服务发展滞后于市场需求是制约行业扩张的关键因素，而供应链金融可通过优化融资机制提

升跨境电商中小企业的资金获取效率，提出需加强融资模式创新及顶层设计以完善供应链网络架构[18]。
这一研究为我们理解金融服务在跨境电商与供应链金融协同发展中的重要性提供了基础。史金召(2022)
基于传统供应链金融框架并结合跨境电商特性，构建了仓单融资、订单融资及保理融资等创新模式，为

行业融资实践提供理论支撑[19]。该研究在融资模式创新方面具有实践价值，但对风险治理的协同机制研

究不足。通过引入仓单融资、订单融资及保理融资等创新模式，史金召的研究拓展了跨境电商供应链金

融的模式设计，为解决跨境电商企业融资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然而，对于这些融资模式在实际操作中

可能面临的风险以及如何进行有效治理，研究相对薄弱。李向红等(2023)关注技术赋能路径，指出区块链

技术的应用为跨境电商数字化转型提供支撑，有效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智能化治理效能[20]。该研究突出

了区块链技术在跨境电商供应链金融中的赋能作用，展示了技术如何推动跨境电商供应链金融的数字化

转型和智能化治理。然而，对于政策工具如何引导和规范区块链技术在跨境电商供应链金融中的应用，

以及如何实现政策与技术的协同治理，研究尚未深入展开。李娜(2025)以浙江省跨境电商生态圈为研究对

象，分析供应链金融的影响机制并提出优化策略，为区域产业生态升级提供实践参考[21]。该研究从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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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生态角度分析供应链金融的影响，具有一定实践意义。 

3. 跨境电商供应链金融业务模式 

3.1. 跨境电商电子信用融资 

作为凸显电子商务优势的供应链金融模式，跨境电商电子信用融资依托平台交易数据与企业财务数

据构建融资主体的电子信用评估体系，具体由电商平台与金融机构共同决策是否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资

金支持。平台通过会员机制收集并分析企业信用信息，基于长期交易数据搭建系统化的信用评估体系，

这一机制有效降低了金融机构的融资风险。 

3.2. 跨境电商应收账款融资 

跨境电商应收账款融资主要服务于大型跨境电商平台的上游供应商，其需求源于订单达成至买方确

认收货并由第三方支付平台结算期间的资金回收延迟问题。作为供应链核心主体，跨境电商平台通过为

融资企业提供信用增信支持，将平台记录的订单信息转化为应收账款凭证，允许企业据此向银行等金融

机构或平台旗下金融子公司申请融资。 

3.3. 跨境电商电子订单融资 

在电子订单融资模式中，平台型跨境电商平台通常作为授信主体，向合作银行或旗下金融机构提供

商户的过往交易数据及信用评级信息。该模式突破传统供应链金融对上游企业应收账款的依赖，跨境电

商企业完成平台交易获得电子订单后，可直接凭此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 

3.4. 跨境电商电子仓单融资 

电子仓单融资需引入与跨境电商平台合作的第三方物流企业，由其负责电子仓单的审核与监管。跨

境电商企业若需融资，可将自有动产作为融资标的，通过平台发起电子仓单融资申请。第三方物流企业

在融资流程中承担动产存储、管理及资质审核职责，通常由平台旗下物流企业或长期合作的物流服务商

担任。相较于电子信用与电子订单融资模式，电子仓单融资因引入仓单质押机制，显著降低了供应链金

融风险，但同时也带来融资成本的增加。 

4. 跨境电商供应链金融风险类型 

4.1. 宏观风险 

供应链中小企业作为主要融资主体，易受宏观经济周期、政策调整及突发事件冲击，抗风险能力较

弱。跨境电商供应链金融面临的宏观风险更为多元：全球经济波动直接影响跨境业务，且涉及多行业差

异化的周期特征与政策敏感度；国内双循环战略、供给侧改革及国外经济制裁、地缘政治事件(如俄乌战

争)均对进出口产生直接冲击。此外，法律制度漏洞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通过供应链传导至其他领域造

成连锁损失。 

4.2. 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是供应链金融的共性问题，表现为融资企业因经营不稳定导致的违约风险。中小企业受规

模限制，抗风险能力弱，易发生债务违约。核心企业信用纳入评估虽提升融资可行性，但长期合作可能

导致金融机构简化评估流程，引发核心企业信用风险。跨境电商依赖平台交易数据与企业财务数据评估

信用，尽管第三方支付信息提供辅助，但电子订单、仓单存在伪造风险，增加违约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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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供应链风险 

供应链金融的运行以稳定的供应链为基础，风险源于关系风险与运营风险。关系风险指中小企业与

核心企业的业务合作变动甚至中断，影响货权转移与质押权实现，合作紧密度与风险成反比；运营风险

源于生产、运输等环节成本上升或流程中断，导致资金流问题。跨境电商供应链依赖平台与物流企业支

持，运营效率直接影响风险水平：应收账款融资依赖下游付款能力，电子订单与仓单融资依赖数据真实

性，供应链稳定性不足将显著放大风险。 

4.4. 质押物风险 

保兑仓、融通仓等模式依赖质押担保，中小企业按质押物价值 50%~70%融资，质押期间价格波动、

变现能力变化及监管问题构成风险。跨境场景中，金融机构放款依赖物流企业对质押物的价值评估，海

外仓存储效率影响资金回收周期，周期过长易引发企业资金链断裂。电子仓单融资中，食品、家居等动

产可能因变质、贬值导致价值减损，变现失败时融资企业难以偿债，造成金融机构损失。 

4.5. 操作风险 

供应链金融各环节均可能产生操作风险：产品设计因数据缺失或人员专业不足出现缺陷；资质审核

因尽职调查不充分导致授信失误；款项回收因合同漏洞或沟通问题引发延迟。跨境电商依赖线上操作，

授信、质押管理等环节的技术失误或系统漏洞易引发流程中断。参与主体多元导致数据繁杂，平台可能

存在流程设计缺陷，物流企业可能出现仓单信息失真，金融机构可能因过度依赖外部数据导致审核不严

谨。 

4.6. 电银关系风险 

金融机构是供应链金融主要资金方，跨境电商虽通过子公司提供部分融资，但需与商业银行合作。

金融机构依赖平台数据简化审核流程，而跨境电商可能因利益关联隐瞒或伪造数据，加剧信息不对称。

这种协同机制的失衡降低风险防控效率，增加金融机构潜在损失。 

5. 区块链在跨境电商供应链金融中的应用 

5.1. 分布式账本和共识机制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跨境电商交易生成的电子订单、电子仓单及应收账款等海量信息，因供应链企业间多采用点对点贸

易模式，导致核心企业、中小企业及商业银行获取的信息存在局限性，进而引发信息不对称问题。区块

链技术通过分布式账本与共识机制实现信息存证与共享，支持供应链金融各参与方协同作业。其去中心

化架构确保参与方共同维护统一的交易账本，使链上交易数据具备不可篡改与可追溯特性，从根本上杜

绝人为伪造或篡改数据及票据的风险，切实保障交易信息的真实性与完整性。 

5.2. 允许票据进行拆分和流转 

区别于传统供应链贸易票据，区块链上的交易数据可实现溯源与分割。以应收账款管理为例，核心

企业将应收账款凭证上链后，允许该凭证在各级供应商之间进行拆分流转，区块链系统负责对应收账款

的发行、记录、流转及清分进行全流程管理(见图 1)。通过区块链技术赋能，跨境电商供应链中各级供应

商可基于核心企业与一级供应商的同一笔应收账款开展融资：已完成链上确权的供应商既可直接申请融

资，也可将应收账款拆分后流转给下游供应商，最终由核心企业向金融机构完成款项偿还。这种拆分流

转机制使核心企业的信用覆盖范围延伸至整条供应链，有效拓宽了融资主体范围，为更多中小企业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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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创造了条件。 
 

 
Figure 1. Blockchain-based accounts receivable financing service solution 
图 1. 基于区块链的应收账款融资服务方案 

6. 案例分析 

6.1. 京东自营模式(重资产型) 

京东作为国内领先的电商平台，其供应链金融模式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借鉴意义。京东通过银企合

作模式、平台自营模式和特色小微模式，为供应链上的中小企业提供了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在银企合作

阶段，京东与多家国有大型银行建立了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累计获取的融资授信额度超过五十亿

元人民币，为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提供了坚实的资金支持。京东推出了京保贝、京小贷、云仓金融等产

品，满足了不同供应商的融资需求。其中，京保贝为与京东合作三个月以上的企业提供高达数千万的融

资，且随借随还，资金几分钟内到账，签约一次长期有效，已惠及数以千计的商家，有效缓解了中小企

业融资难题。此外，京东还推出了跨境金融业务，为外贸企业提供安全可靠的线上专属账户及跨境支付

体系，基于真实跨境贸易背景定制多场景金融产品，实现线上审批、动态额度、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满

足了不同企业的跨境融资需求。 

6.2. 蚂蚁金服平台模式(轻资产型) 

蚂蚁金服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和资源整合能力，进入供应链金融领域，构建了一个开放、共享的供

应链金融生态系统。蚂蚁金服的“双链通”模式，利用区块链的不可篡改和智能合约技术，构建了一个

可信的供应链金融平台，使得核心企业与小微企业的信息能够实时共享，交易过程更加透明，有效降低

了金融机构的风险。通过连接众多中小企业、金融机构等，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风险的共同承担。同

时，蚂蚁金服凭借其在电商领域的海量交易数据和用户信息，通过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对供应

链上的企业进行信用评估和风险预测，为金融机构提供决策支持，提高了融资效率和风险控制能力。 

6.3. 广西“桂惠贷”模式(政府主导型) 

广西“桂惠贷”是政府为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而推出的重要政策举措。政府通过财政补贴、风险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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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等方式，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2024 年上半年，广西金融

机构累计投放“桂惠贷”1367.18 亿元，惠及经营主体 7.13 万户，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3.23%，直接降低相

关经营主体融资成本 16.45 亿元。在实践中，“桂惠贷”积极引入区块链技术，打造了一个可信的融资服

务平台。通过区块链的分布式账本技术，整合了企业、金融机构、政府部门等多方数据，实现了信息共

享和融资审批的智能化，提高了融资效率和透明度。该模式下，政府、金融机构、企业等各方共同参与

风险防控。政府部门通过政策引导和监管，金融机构通过风险评估和控制，企业通过提高自身信用水平，

共同构建了一个多方协同的风险防控体系。 

7. 政策工具与区块链技术的协同治理路径 

7.1. 协同治理机制 

7.1.1. 政策工具规范引导规范机制 
政策工具通过法规条例与指导性文件搭建起规范框架，明确各方权责与行为准则。例如，《保障中

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从法律层面保障了中小企业在供应链中的款项收取权益，预防资金拖欠风险，为

供应链金融的稳定运行筑牢根基。政策的规范作用在于约束市场行为，防止不正当竞争和操作风险，为

协同治理提供制度保障。 

7.1.2. 区块链技术支撑机制 
区块链技术以分布式账本、智能合约等核心技术为支撑，为跨境电商供应链金融提供去中心化、不

可篡改、可追溯的技术保障。在跨境支付中，区块链技术可以实现交易信息的实时共享和验证，提高支

付效率和安全性，从而为政策工具的实施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区块链的智能合约功能还能自动执行合

同条款，减少人为干预和违约风险，有效增强政策执行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7.2. 协同治理路径 

7.2.1. 政策与技术融合路径 
政府在政策制定中充分融入区块链技术导向，为行业发展指明方向。例如，《北京市区块链创新应

用发展行动计划(2025~2027 年)》明确提出在金融服务等领域开展区块链示范应用标杆引领行动，推动区

块链技术与供应链金融的深度融合。政策引导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手段，降低企业应用区块链技

术的成本，提高其积极性，促进区块链技术在跨境电商供应链金融中的广泛应用。 

7.2.2. 多方协同治理路径 
多方协同治理是实现跨境电商供应链金融风险有效管控的关键路径。政府、金融机构、企业等各方

共同参与风险防控，构建一个相互协作、相互制衡的治理结构。政府部门通过政策引导和监管，金融机

构通过风险评估和控制，企业通过提高自身信用水平，共同形成风险防控的合力。例如，广西“桂惠贷”

模式通过整合多方资源，打造了一个可信的融资服务平台，实现了信息共享和融资审批的智能化，提高

了融资效率和透明度。 

8. 结论与建议 

8.1. 研究结论 

本研究旨在探讨跨境电商供应链金融风险的协同治理机制，揭示政策工具与区块链技术的双轮驱动

作用。 
第一，政策工具与区块链技术形成互补效应，有效降低系统性风险。政策工具通过法规约束、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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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与监管协调，为跨境电商供应链金融构建了制度框架，而区块链技术通过分布式账本、智能合约等

技术特性，解决了信息不对称、信任缺失等核心问题。两者的协同作用能够从制度和技术双重维度提升

风险防控能力。 
第二，跨境电商供应链金融风险具有多源性与复杂性。研究发现，跨境电商供应链金融风险涵盖宏

观风险、信用风险、供应链风险、质押物风险、操作风险及电银关系风险六大类。其中，信用风险与供应

链风险因跨境交易的特殊性更为突出(如伪造电子仓单、跨境物流延迟等)，需依赖区块链技术的可追溯性

与政策工具的监管强化共同应对。 
第三，案例实证验证了协同治理的可行性。京东自营模式通过银企合作与区块链技术实现了融资效

率提升；蚂蚁金服“双链通”模式利用区块链与大数据技术降低了信息不对称风险；广西“桂惠贷”模式

则通过政策引导与区块链技术结合，构建了多方协同的风险防控体系。这些案例表明，“政策 + 技术”

协同路径具有普适性和可推广性。 
第四，理论贡献与实践价值并重。本研究拓展了供应链金融理论在跨境场景下的应用边界，提出了

“双轮驱动”协同治理框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同时，研究成果可为中小外贸企业优化融资流

程、降低违约风险提供参考，助力行业可持续发展。 

8.2. 政策与实务建议 

8.2.1. 政策层面 
政府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加大对跨境电商供应链金融的支持力度，同时加强监管部门之间的协

调与合作，形成监管合力，确保政策的有效实施和市场的健康发展。例如，可以借鉴广西“桂惠贷”模

式，通过财政补贴和风险补偿基金等方式，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

度。 
针对跨境电商供应链金融的特点，制定更加细化和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如出台跨境电商供应链金融

的专项法规，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规范市场行为，为行业发展提供更加完善的政策保障。 

8.2.2. 区块链技术应用层面 
企业和科研机构应加大对区块链技术的研发投入，提高技术的自主可控水平和应用效能。例如，京

东和蚂蚁金服等企业可以在现有的区块链应用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区块链与其他新兴技术(如物联网、人

工智能等)的融合创新，提升供应链金融的智能化水平。 
加快制定区块链技术在跨境电商供应链金融领域的应用标准和规范，确保不同区块链系统之间的互

操作性和兼容性，促进区块链技术的大规模应用。政府和行业协会可以发挥主导作用，组织相关企业和

技术专家共同制定标准，推动行业的规范化发展。 

8.2.3. 企业实践层面 
企业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借鉴京东、蚂蚁金服等成功案例的经验，优化自身的供应链金融管理模

式。例如，中小企业可以加强与核心企业、金融机构的合作，借助其信用和资源，提高自身的融资能力

和风险管理水平。 
在区块链技术应用过程中，企业应注重数据质量和信息安全，建立健全数据管理体系和安全防护机

制。确保上链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防止数据泄露和篡改，保护企业和用户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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