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物流：金融业与物流业之双赢路 

文/蒋云飞 李 双 

   近年来，激烈的竞争导致物流业的平均利润率下降到2%左右，几大国际第三方物流企业认为
已没有进一步提高的可能性，但对于穿插于整个供应链的金融服务来说，还只是一个开端。UPS等
几家跨国第三方物流公司推出了商务一体化解决方案，将金融服务置于服务体系中，全面为顾客解
决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问题。金融物流做为一个新概念被提了出来。罗齐、朱道立（2002）提
出“融通仓”的概念，‘融’指金融，‘通’指物资的流通，‘仓’指仓储，融通仓是三者的计
征、统一管理和协调，其实质就是实现金融物流；储雪俭、詹定国（2005）指出：物流金融就是银
行和第三方物流企业在供应链运作的全过程中向客户提供的结算和融资服务。笔者认为金融物流就
是第三方物流企业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合作，提供的物流与金融集成式的创新服务，实现物流与资金
流的高度统一和协调运转。 
   当前在我国已有少数的第三方物流企业开设了金融物流服务，如中储集团从1999就与银行合
作，开展了仓单质押业务，为客户提供融资服务，此项业务全国的仓储网络中激起了极大的反响。
2004年6月广东发展银行在佛山分行率先开办“物流银行”这一新业务。2005年福建中海物流公司
和中国银行、泉州中信银行合作开展仓单质押业务。但是，这种增值服务对于大多数国内金融机构
和第三方物流企业来说仍然是非常陌生的。金融物流服务在我国的前景是非常广阔的，本文从供应
链管理的角度，针对我国当前发展金融物流存在的困难，就如何实现金融业与物流业双赢的金融物
流模式提出建议。 
   目前我国金融物流服务发展存在的困难主要可从金融机构和物流企业两方面来考虑。首先，
由于物流企业的信用风险和运营风险的存在，而且我国目前的信用体系还不是很健全，对于金融机
构来说，其在推出创新型创新型物流金融产品，基本上只选择与大型、知名、有实力的物流企业合
作。其次，我国的物流企业仍处在初级发展阶段，中小物流企业较多，而且多数中小物流企业的配
运网络还不完善，信息管理系统还比较落后，难以满足金融机构对它的实时监管、快速反应的严格
要求；而且物流运营过程中涉及上、下游多家企业，有的物流企业只注重眼前利益，存在的不规范
操作隐含了极大的运营风险，经常更换金融机构也造成其在金融机构信用积累不足。金融机构的严
格审查常常使得金融物流业务的发展受到制约。此外，信息不对称的存在。金融机构和物流企业间
缺少有效沟通平台，导致银行对企业的需求知之甚少，金融产品设计缺乏个性；金融机构精心设计
的物流金融产品，物流企业不了解，银行找不到合适的客户。在我国，由于政策的限制，第三方物
流企业不可能并购银行作为自己的业务部门，因此，无论是对于金融机构来说，还是对于第三方物
流企业来说，实施金融物流服务还是存在很多的困难的，还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 
   但在当前竞争激烈的大环境下，无论是对金融机构还是对物流企业，成功地开展金融物流创
新性服务都将会为其带来源源不断的业务和丰厚盈利！针对上述存在的困难，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
解决： 
一、金融机构通过加强对物流企业的信用管理来防范金融风险。通过建立更加健全的信用机制和更
加全面的信用评估体系，对物流企业进行信用分级，通过信用评估来进行管理，操作简单又可防范
风险。 
二、物流企业要获得金融支持和发展壮大，应加强基础设施的投入，特别要注重信息系统的建设；
应注重自身信用的积累，创造开展增值服务的条件。 
三、金融机构可通过统一授信来增加金融物流的有效性。即把贷款额度直接授权给物流企业，再由
物流企业根据客户的需求和条件进行质押贷款和最终结算。物流企业向银行按企业信用担保管理的
有关规定和要求提供信用担保，并直接利用这些信贷额度向相关企业提供灵活的质押贷款业务，金
融机构则基本上不参与质押贷款项目的具体运作。 
四、物流企业应加强对客户的信用管理。在物流企业金融服务过程中，通过对客户的资料一收集制
度、客户资信档案管理制度、客户资信调查管理制度、客户信用分级制度、合同与结算过程中的信
用风险防范制度、信用额度稽核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等等，对客户进行全方位的信用监管。 
当然，一种新的模式的创新总是需要双方的配合才能取得成功，金融机构和物流企业应携手合作，
通过信息共享来合理高效地利用资源，实现金融业与物流业的“双赢”（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国
际工商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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