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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电子商务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电商平台型企业的营运资金管理效率直接影响其市场竞争力。本文以苏

宁易购为案例，从采购视角深入分析其营运资金管理策略、成效及优化路径。研究发现，苏宁易购通过

供应链协同、账期优化与数字化技术应用，构建了高效的资金管理体系，但面临采购成本控制与供应商

关系平衡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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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intensifying competition in e-commerce, the efficiency of working capital 
management for e-commerce platform enterprises directly affects their market competitiveness. 
This paper takes Suning.com as a case study and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its working capital 
management strategies, achievements, and optimization path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c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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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finds that Suning.com has established an efficient working capital management sys-
tem through supply chain collaboration, optimization of payment terms, and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However, it faces challenges in controlling procurement costs and balancing supplier 
relation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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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电子商务行业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我国电商市场规模持

续扩张，交易额屡创新高，电商平台数量不断增多，竞争愈发激烈。在此背景下，营运资金管理对电商

平台型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高效的管理能保障企业资金流畅，提升竞争力[1]。 
采购环节作为营运资金管理的起点，对电商平台型企业至关重要。其采购商品种类繁杂、频率高且

渠道多元，采购资金管理涉及与供应商的账期谈判、库存控制等，复杂且充满挑战。合理的账期政策与

库存管理策略，关乎企业资金成本、供应链稳定及运营效率[2]。 
苏宁易购作为电商行业典型代表，业务广泛、采购规模大、供应商合作多，在采购营运资金管理上

有成功探索，也面临采购成本控制、供应商关系维护、资金周转效率等难题。以苏宁易购为案例研究，

能深入剖析电商平台型企业采购营运资金管理的实际状况，为行业提供借鉴，丰富相关理论，具有重要

现实意义。 

2. 电商平台型企业营运资金管理特点与交易模式 

2.1. 电商平台型企业营运资金管理特点 

从采购视角来看，大多数电商企业普遍采用两种支付应付账款的方式。其一为“先货后款”模式，

在此模式下，供应商先向电商企业提供商品，双方事先约定好付款时间，待该时间节点到达，电商企业

再履行支付义务。其二则是基于线上平台的第三方支付方式，当顾客下单后，供应商发货，此时顾客会

向电商企业所接入的支付平台完成付款操作[3]。待消费者确认收货，电商企业才会将相应货款结算给供

应商。 
在这两种支付模式下，电商企业获得了更灵活的资金运用空间。在“先货后款”模式中，从商品到

货至付款期限到来前的这段时间，资金可由电商企业自由调配；而在第三方支付方式下，从顾客付款到

消费者确认收货前的阶段，资金同样处于电商企业的掌控之中。相较于传统实体店经营模式，电商企业

凭借这两种支付模式，拥有了更为充裕、可灵活运用的流动资金。 

2.2. 电商平台型企业的交易模式 

电商平台企业的交易模式多样，主要包括 B2B (企业对企业)、B2C (企业对消费者)、C2C (消费者对

消费者)、O2O (线上到线下)、C2M (消费者对工厂)等。B2B 模式聚焦企业间大宗商品及服务交易，优化

供应链管理；B2C 模式通过线上平台直接连接企业与消费者，提升购物效率；C2C 模式为个人用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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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交易渠道；O2O 模式结合线上线下资源，实现全渠道营销；C2M 模式则让消费者直接与制造商交易，

满足个性化需求[1]。这些模式共同推动了电商行业的繁荣发展。 
为更清晰地呈现采购视角下电商平台型企业营运资金管理的实际状况，本文将苏宁易购选定为研究

对象。苏宁易购电子商务模式以 B2C 为主，同时整合了部分 B2B 业务。B2C 模式是苏宁易购的核心，企

业通过网络平台直接向消费者销售商品，涵盖家电、数码、服装、食品等众多品类。苏宁易购自 2015 年

涉足跨境电商领域，开设“苏宁易购全球购”频道，其跨境电商业务本质上也属于 B2C 模式。此外，苏

宁易购内部整合的百货业企业平台，属于 B2B (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交易)模式。消费者从苏宁易购网上下

单后，一些百货类单子会直接转到后台对应的某家企业，由该企业为苏宁易购提供货物，再由苏宁易购

的物流配送到消费者手中。 

3. 案例公司基本情况 

3.1. 苏宁易购公司简介 

苏宁易购 1990 年起步于南京，从空调专营店发展而来。2009 年苏宁电器网上商城改版升级为苏宁

易购，正式进军电商领域。它采用线上线下融合模式，线上平台商品丰富，功能便捷；线下门店超 13,000
家，商品覆盖家电、百货等多品类，曾获多项行业荣誉。 

苏宁易购作为国内知名电商平台，采用了独具特色的平台模式。它构建起连接消费者、品牌供应商、

第三方卖家等多方参与者的生态系统，具备资源整合与协同发展的特性。1990 年，苏宁从空调专营店起

家，构建线下实体网络。2009 年，苏宁易购上线试运营，开启 B2C 电商探索，以自主采购、共享物流为

特色。2013 年，苏宁提出“云商”模式，开放平台引入第三方卖家，同年实现线上线下同价，推动渠道

融合；并加大物流基建，改造物流体系。2014 年，苏宁整合线上线下业务，成立大运营总部。2017 年收

购天天快递，完善自营物流。2018 年，“苏宁秒达”上线，提供即时配送服务，同年公司正式更名“苏

宁易购”。近年来，苏宁易购打造开放零售服务平台，推出“M2S2B2C 模式”，深化中台建设，探索即

时零售，与美团、抖音等合作。这种平台模式借助网络效应吸引更多用户与商家入驻，通过规模经济降

低运营成本，以灵活性和创新性适应市场变化，让苏宁易购在电商市场竞争中占据重要地位。 

3.2. 采购渠道中的平台模式 

3.2.1. 采购平台 
苏宁易购的采购平台是集供应链整合、商品供应与增值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采购枢纽。平台依托苏

宁深耕零售行业积累的供应链优势，深度整合全球优质供应商资源，构建起覆盖家电、3C、日用百货等

多品类的商品矩阵，以规模化采购保障商品品质与价格竞争力。通过数字化采购平台实现全流程线上化，

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深度挖掘市场趋势、用户偏好及供应商履约能力，为采购决策提供数据化支撑；与

供应商建立战略协同机制，通过联合预测、库存共享等模式优化供应链效率。以技术驱动供应链升级，

以服务赋能采购全链路，形成“商品 + 数据 + 生态”三位一体的采购解决方案，助力企业实现降本增

效与数字化转型[4]。 
苏宁易购的采购平台即苏宁易采云，是其零售服务商战略布局关键部分，专注政企数字化采购服务

34 年。在运作模式上，以集中采购为主，采购前，经严格资质审查、实地考察、质量评估等筛选供应商，

录入合格名录。同时，借助市场调研、历史销售数据分析及内部需求整合制定采购计划，多部门审核后

依此生成订单，经领导批准下达。订单执行时，跟踪运输，到货后严格验收，合格入库，不合格则退换。

结算协同方面，共享财务中心并采用电子发票提升效率，还提供智能化金融服务。此外，平台运用 AI 技
术实现选品、供应商评估智能化，持续优化，提升服务水平，已服务超 2200 家大型集团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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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仓储平台 
苏宁易购的仓储平台是其物流体系的关键构成，具备先进的设施与创新模式。1990 年起，苏宁就着

手物流能力建设，仓储体系历经多代发展。 
苏宁易购仓储平台运作高效且智能。在仓储布局上，构建三级仓网，覆盖全国核心城市与重点商圈，

配合 46 个冷链仓，适用于电商零售、商超供应链、跨境电商及即时配送等多场景。从作业流程看，收货

区对供应商货物初步分拣验收，随后依商品类别、销售与库存情况分类存储于存储区。订单生成后，仓

储系统分析订单、规划最优拣选路径，拣选人员依指示操作，最后包装好的商品于发货区出库，全程记

录出库信息并实时追踪物流动态，实现从入库到出库全链条精准管控与高效流转。 
苏宁易购仓储平台优势显著，依托先进技术实现智能化自动化管理，借助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

像南京雨花“超级云仓”配备自动化分拨中心、智能分拣系统等，实现全流程自动作业，人均拣选效率

每小时达 1200 件，大幅提升效率与库存管理精度。多元化的仓储布局能依据商品特性与消费场景，灵活

高效配送。截至 2017 年底，高比例自有仓储物业达 349 万平方米，长期成本控制能力强，稳定性高，有

力支撑仓储平台高效运作。但不足也较为突出，前期建设与后期维护成本高昂，系统在全场景覆盖和功

能完善度上仍有提升空间，部分复杂作业环节仍依赖人工操作，影响整体效率与成本控制。 

4. 苏宁易购采购视角下苏宁易购营运资金管理现状 

为精准剖析苏宁易购营运资金管理在采购环节的现状，本文选取经营模式相近的京东集团作为对比

研究对象。2004 年京东涉足电子商务领域，在发展过程中，京东不断拓展业务领域，完善服务体系，从

最初的电子产品零售商发展成为如今的大型综合电商零售平台，在国内外电商市场都具有重要影响力。

京东在采购环节的营运资金管理上，采取以销定采策略，合理控制采购数量；运用供应链金融服务，为

供应商提供融资，强化供应链合作并提升流动性；同时拓展多元化融资渠道，为采购业务提供充足资金

保障[5]。 
因此苏宁易购与京东集团在采购视角下的管理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与可比性，通过深入对比，能够更

全面、客观地评价苏宁易购在采购环节营运资金管理的成效与不足，挖掘潜在优化空间。 
鉴于本文聚焦电商平台企业，其业务流程区别于传统制造企业，不存在原材料采购与生产制造环节，

因而不存在原材料类存货。基于此特性，采购渠道的营运资金及周转期计算公式得以简化[6]： 
采购渠道营运资金 = 预付账款 − 应付账款 − 应付票据； 
采购渠道营运资金周转率 = 营业收入/采购渠道营运资金； 
该简化公式更贴合电商平台企业轻资产、高周转的业务特征，有助于精准衡量其采购环节资金运作

效率。 
 

Table 1. Suning.com 2020~2024 procurement channel working capital turnover rate 
表 1. 苏宁易购 2020~2024 采购渠道营运资金周转率   

财务指标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营业收入(亿元) 2522.96 1389.04 713.74 626.27 567.91 
预付账款(亿元) 247.87 203.83 120.99 88.02 94.26 
应付账款(亿元) 310.52 201.36 183.65 167.02 144.28 
应付票据(亿元) 210.21 168.68 111.21 50.78 40.18 

营运资金周转率(%) −9.25 −8.36 −4.11 −4.83 −6.3 

营运资金周转期(天) −38.92 −43.06 −87.59 −74.53 −57.14 

数据来源：2020~2023 年苏宁易购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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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JD.COM 2020~2024 procurement channel working capital turnover rate 
表 2. 京东 2020~2024 采购渠道营运资金周转率 

财务指标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营业收入(亿元) 7458 9515.93 10462.39 10846.6 11588.19 

预付账款(亿元) 108.4 154.1 189.9 183.9 194.6 

应付账款(亿元) 1068 1405 1606 1662 1832 

应付票据(亿元) 128.54 93.86 102.3 104.1 113.2 

营运资金周转率(%) −6.85 −7.08 −6.89 −6.86 −6.62 

营运资金周转期(天) −52.55 −50.85 −52.25 −52.48 −54.38 

数据来源：2020~2023 年京东年度报告。 
 

从表 1 和表 2 可以看出，京东和苏宁易购的采购渠道营运资金周转期均为负数，本质上是零售业“占

用供应商资金”模式的体现。京东通过技术驱动的供应链效率和适度账期延长，实现了现金流优化与供

应商关系的平衡；苏宁则因债务压力被迫延长应付账款周期，虽短期缓解资金压力，但供应链信任危机

加剧。未来，京东需防范供应商关系风险，苏宁则需通过债务重组和库存优化重建供应链稳定性。两者

的差异折射出电商与传统零售在数字化转型中的不同路径与挑战。 
对比来看，京东在早期渠道营运资金周转效率远高于苏宁易购的基础下，在 2022 年被苏宁易购实现

反超。但京东周转期的平均水平要低于苏宁易购，即京东采购渠道营运资金的平均周转速度要更快。与

苏宁易购相比，京东在供应商合作中，其规模化采购优势和政企市场主导地位强化了议价能力，通过延

长应付账款周期缓解资金压力，加速了采购渠道内资金的周转速度。然而苏宁易购由于其早期无序扩张

导致的巨额债务以及叠加近年来主营业务低迷导致资金周转速度减慢。 
苏宁易购的采购模式兼具线上线下融合特色，与京东存在显著差异，在优势与短板的交织下，对采

购渠道营运资金管理产生了复杂影响。苏宁易购早期以线下门店为核心，依托庞大的实体网络与家电 3C
领域的深厚积累，形成了强大的区域议价能力，能够通过较长的应付账款账期占用供应商资金，优化自

身现金流。随着线上业务的拓展，其逐渐转向双线融合模式，试图利用线上平台扩大市场份额，同时借

助线下门店实现“即买即提”的便捷服务，增强用户粘性。然而，这种模式也带来了明显弊端，线下门店

分散的库存管理导致存货周转效率低下，2024 年存货周转天数为 50.23 天，远高于京东；加之近年来企

业经营承压，应付账款逾期问题凸显，严重损害供应商信任，部分供应商甚至中断合作，使得应付账款

管理陷入被动延长账期却难以保障供应稳定的困境。 
然而京东以自营为主，依托强大的物流体系和数字化供应链管理，实现高效的库存周转与精准采购，

对供应商议价能力强，通过延长应付账款周期优化现金流，同时利用技术手段保障供应商关系稳定，有

效缩短采购渠道营运资金周转期。相比京东数字化驱动的精准采购与高效周转，苏宁易购的采购模式在

营运资金管理上暴露出供应链协同不足、库存冗余等问题，制约了资金周转速度与企业长期发展潜力。 
从渠道管理及供应商关系管理维度深入剖析，苏宁易购在采购渠道营运资金管理层面暴露出多重结

构性矛盾，这些问题不仅掣肘资金周转效率，更对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构成潜在威胁。 

5. 采购视角下电商平台型企业营运资金管理优化建议 

5.1. 重构应付账款管理体系 

苏宁易购重构应付账款管理体系，需从分级优化、债务重组、金融创新三方面协同发力。在分级账

期优化上，对家电头部等核心供应商保持合理账期，稳固长期合作关系；针对中小供应商，缩短账期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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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如“2/10，n/30”的提前付款折扣，增强其信任度，换取更优采购价格与优先供货权，降低断供风险

[7]。面对逾期应付账款，积极与供应商协商，制定分期还款方案，或通过滞销库存折价、股权置换等方

式抵债，缓解资金压力同时清理积压商品。在供应链金融创新上，联合银行等机构推出应收账款保理、

存货质押融资等产品，助力供应商提前回笼资金，苏宁易购也可通过金融服务获取手续费收益；充分发

挥苏宁金服平台优势，为供应商提供低成本融资渠道，实现互利共赢，提升供应链粘性与资金管理效率。 

5.2. 提升存货周转率 

加大技术投入，引入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算法，对销售数据、市场趋势进行深度挖掘，实现精准

需求预测。例如，针对家电产品，根据地区消费习惯、季节因素制定采购计划，减少库存积压。进一步聚

焦家电 3C 核心业务，清理非核心品类库存；采用 ABC 分类法，对高价值、高周转的 A 类商品实施重点

监控，缩短补货周期；对低价值、低周转的 C 类商品，减少库存持有量或进行促销处理。利用线下门店

网络优势，建立区域库存共享机制，实现门店间商品的快速调拨。通过线上平台实时更新各门店库存信

息，消费者下单后可选择就近门店取货，降低整体库存水平，提升存货周转速度。 

5.3. 强化供应商关系 

当前对苏宁易购未来营运资金管理造成消极影响的重要原因，是由应付账款逾期引发的供应商信任

危机带来的供应中断风险。以目前苏宁易购对延长应付账款账期的依赖来看，一旦供应商因长期拖欠货

款而选择断供或终止合作，不仅会造成企业采购渠道的瘫痪，还会使本就紧张的资金链面临更大压力，

严重威胁营运资金周转效率。对于供应商关系管理的优化，首先需要财务部门对逾期的应付账款进行专

项重组，通过债务展期、以资抵债等方式降低供应商资金回收压力，逐步恢复信任[8]；其次需要供应链

管理部门搭建供应商协同平台，实现订单、库存、物流等信息的实时共享，打破信息壁垒，同时针对核

心供应商推出联合营销、返利激励等政策，深化战略合作，重塑稳定的供应链生态。 

6. 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通过对苏宁易购在营运资金管理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到，从采购环节来看，苏宁易购虽依

托线下门店网络和家电 3C 领域的传统优势，通过延长应付账款账期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资金占用，但近年

来企业经营承压，应付账款逾期问题凸显，严重影响了供应商信任与合作稳定性[9]。为进一步提升整体

营运资金管理效率，苏宁易购亟需在采购渠道进行系统性优化。一方面，通过智能预测与精准采购减少

库存积压，利用门店库存共享机制提升存货周转效率；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应付账款重组，分级优化账

期管理，以供应链金融创新改善供应商资金状况，重建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电商平台竞争的本质是供

应链效率与渠道韧性的较量，苏宁易购若持续依赖高账期占用资金，不仅会加剧供应商合作危机，更将

制约自身资金周转效率。事实上，强化供应商战略合作、推进数字化转型，对苏宁易购降低采购成本、

优化库存结构、提升市场响应速度具有关键意义。因此，在营运资金管理上，苏宁易购应摒弃单纯依赖

应付账款融资的模式，转而构建互利共赢的供应链生态，为企业长期稳健发展筑牢资金管理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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