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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金融研究的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

张顺萍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管理学院， 上海 ２０１６２０）

摘　 要： 基于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软件，从 ＣＮＫＩ 上选取 ２００９—２０１９ 年相关文献，运用关键词共现、聚类分析等计量可视化方法，以科

学知识图谱的形式展现目前研究的热点问题及趋势，并与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数据库中的外文文献进行对比，总结国内外文献研究

的异同。 结果表明：国内研究的热点主要围绕供应链金融模式下中小企业融资及参与者所面临的信用、风险等问题，而外文

文献的相关研究则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系统性。 未来，如何建立可行的风险评估指标和风险防范体系并建立良好的供应链

金融生态系统仍是国内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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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供应链金融作为一项商业银行的业务创新，既
是解决中小企业困境、实现“供应链”共赢的要求，
也是金融企业进行业务创新、提升竞争力的有效途

径。 随着大数据、区块链、ＡＩ、云计算、新零售等金融

技术的发展，供应链管理问题的研究也不断深入，有
关物流、信息流、商流的问题已经逐渐得到解决，但
是资金流却逐渐成为制约供应链企业的瓶颈问

题［１］。 目前有关供应链金融的研究主要存在两个

问题：一方面研究文献宽泛繁杂，缺乏阶段性总结及

分析，难以确定近几年来研究的热点及趋势问题；另
一方面缺乏针对性，存在研究的主题趋同、研究方法

创新性不足等问题，需要在与国外文献对比的基础

上明确自身发展的不足，从而得到改进与提升。
利用文献计量法并以可视化知识图谱的方式可

以更直观地体现当前研究的现状。 从现有研究成果

来看，国内对于供应链金融进行可视化及归纳综评

的研究较少，主要从供应链金融的发展特点展开论

述，如宋华（２０１９）总结分析了供应链金融发展过程

中呈现的六大发展趋势［２］，夏同水和冷倩（２０１６）以
论述供应链金融演变进程为基点，从营运管理、资金

流管理、互联网模式及风险管理 ４ 个角度梳理了供

应链金融研究的主要内容［３］。 基于此，本文拟运用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软件，对 ２００９—２０１９ 年学者关于供应链

金融的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突出显示该领域研究

的热点问题及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对比国内外供应

链金融研究文献的各自特征与差异，为中国未来供

应链金融研究提供借鉴。
１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方法及框架

本文基于文献计量及科学图谱方法，综合运用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软件中的关键词共现与聚类分析方法构

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９ 年国内外供应链金融的知识图谱。
主要分析国内文献研究的热点、重点问题，对比分析

国内外研究热点的异同，总结国内供应链金融研究

发展的趋势（见图 １）。
一般认为关键词是文章核心内容的高度凝结，

因此可以通过对关键词出现的频次高低来确定该领



域研究的热点及发展方向。 当某些关键词不断出现

时，就 认 为 其 代 表 了 该 领 域 的 研 究 热 点。 由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绘制的科学知识图谱主要基于距离和关

系两方面的表达，其中基于距离的科学知识图谱可

以将高维数据可视化到二维平面中，图形中每一个

节点代表一个分析的要素，图形中要素的距离则用

来测度它们的相似性；基于关系的科学知识图谱中，
元素之间的关系用边或弧来连接，边或弧的宽度表

示关系强度。 因此，运用该种方法可以更直观地表

现出供应链金融研究的现状［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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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研究方法及框架

Ｆｉｇ． 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１．２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从 ＣＮＫＩ 上以“主题 ＝供应链金融”，选取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９ 年 ２ ６５１ 篇期刊文献，从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数据库中选取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９ 年 ６８７ 篇英文

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 其中因为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无法直

接对 ＣＮＫＩ 中文献进行分析，所以需要先从 ＣＮＫＩ 上
以 ＮｏｔｅＥｘｐｒｅｓｓ 格式导出，再由 ＮｏｔｅＥｘｐｒｅｓｓ 转化为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可读取分析的 ＲＩＳ 文件格式进行分析。
２　 可视化分析

据 ＣＮＫＩ 统计，如下图 ２ 所示，从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９ 年，关于供应链金融的发文量呈逐年增长趋

势，特别是 ２０１５ 年及以后发文数量更加庞大，预计

２０１９ 年发文量将达到 ４６６ 篇。 面对繁杂庞大的发

文量，有必要对近年来供应链金融的研究热点进行

分析，总结出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为更多的学者提

供借鉴。
２．１　 作者与机构分析

２．１．１　 高影响力作者分析

利用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中作者共现工具对 ２００９—２０１９

年发表关于供应链金融的作者进行分析，如下图 ３
所示。 统计显示，２００９—２０１９ 年在供应链金融领域

发文≥５ 篇的作者有 ４４ 位，其中发文量靠前的作者

是宋华（２１ 篇）、罗勇（１２ 篇）、陈金龙（９ 篇），均是

供应链领域比较突出的学者。 由图中可知，节点之

间比较分散，说明该领域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且目

前研究的深度不够，尚未形成体系化、高影响力的核

心研究节点，这与学者之间交流学习的程度及研究

的程度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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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９ 年关于供应链金融的发文量趋势

Ｆｉｇ． ２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９

图 ３　 ２００９—２０１９ 年供应链金融研究的作者网络知识图谱

Ｆｉｇ． ３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ｐ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９—２０１９

２．１．２　 高影响力机构分析

利用 ＣＮＫＩ 中文献可视化工具对 ２００９—２０１９
年机构发文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图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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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２００９—２０１９ 年供应链金融研究的机构发文分析

Ｆｉｇ． 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ｎ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９－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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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显示，研究供应链金融的机构主要是高校

组织，其中中国人民大学 （４４ 篇）、上海大学 （ ３２
篇）、江西财经大学（２８ 篇）为该领域研究的核心机

构。 排名前十的机构当中，发文量之间的差距也比

较明显，这与学校发展的学科、科研方向等因素有

关。

２．２　 关键词共现分析

通过 ＮｏｔｅＥｘｐｒｅｓｓ 软件对数据进行预处理转化

为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可识别的 ＲＩＳ 格式，并进行词频统计。
去重后得到３ ８６２个关键词，设置其阈值为系统默认

值 ５，最终得到 ２９６ 条关键词。 其中出现频次占前

３０ 的词条结果见表 １。
表 １　 关键词词频

Ｔａｂ． １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关键词 词频 关键词 词频 关键词 词频

供应链金融 １９９５ 融资 １１１ 风险 ６９

中小企业 ２２４ 互联网金融 １１０ 风险控制 ６６

供应链 ２１０ 信用风险 １０２ 线上供应链金融 ６３

商业银行 １７２ 供应链融资 １００ 创新 ６０

银行 １６７ 风险管理 ９３ 农业供应链金融 ５７

金融机构 １５８ 中小企业融资 ８６ 核心企业 ５２

企业 １５８ 区块链 ８２ 应收账款融资 ５０

企业管理 １５１ 供应链管理 ７３ 物流金融 ４９

供应链金融服务 １２２ 金融 ７２ 电商平台 ４８

融资模式 １２１ 物流企业 ７２ 物流 ４０

　 　 将数据导入到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软件中得到关键词共

现的可视化网络，如下图 ５。 共有 ３ ９４７ 条连线，总
强度为 １１ １５７，节点大小表示该关键词与其他关键

词共现的频数越多，线的粗细表示两关键词之间共

现频数的强度。 由图可知，２００９—２０１９ 年间，国内

关于供应链金融的研究关键词频数出现最高的集中

在“供应链金融”、“中小企业”、“供应链”、“银行”、
“企业”、“供应链金融服务”等词，可能是当下供应

链金融研究的热点领域，值得进一步分析。

图 ５　 关键词共现分析的可视化网络

Ｆｉｇ． ５　 Ｖｉｓｕ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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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将从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数据库中转换的文

献信息导入到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中进行分析，得到国外关

于供应链金融的关键词共现频数表，以及国外关于

供应链金融的关键词共现分析可视网络图，见表 ２
和图 ６。

表 ２　 国外关于供应链金融关键词共现频数表

Ｔａｂ． ２　 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ｂｒｏａ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ｓ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１４６ ｒｉｓｋ ３７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５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１０９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３６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２３

ｔｒａｄｅ ｃｒｅｄｉｔ ９３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３３ ｓｍｅｓ ２２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７０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３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２１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６７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３０ ｉｍｐａｃｔ ２１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６４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２９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２１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ｂｌｅ ｄｅｌａｙ ５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ｒｄｅｒ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２９ ｆｉｒｍｓ ２０

ｅｏｑ ｍｏｄｅｌ ４９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８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２０

ｍｏｄｅｌ ４３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２８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１９

ｐｏｌｉｃｙ ３７ ｄｅｍａｎｄ ２５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９

图 ６　 国外供应链金融关键词共现可视图

Ｆｉｇ． ６　 Ｖｉｓｕａｌ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与国内供应链金融研究相比，相同年度内国外

文献的数量比国内少很多。 关键词出现频数较高的

主要集中在 “供应链”、 “供应链金融”、 “贸易信

贷”、“库存”、“管理”等，与国内研究稍有不同，且关

键词之间共现的频率比国内的强度更高。 国外供应

链金融的发展比我国早，所以研究相对超前，基本是

供应链金融领域较热点的内容，值得进一步分析重

点模块以供国内学者参考。

２．３　 研究热点分析

将处理的信息导入到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ｖｉｅｗ 视图

中，如图 ７、８ 所示，根据区域颜色的深浅可以将国内

文献研究的内容大致分为以“互联网供应链金融”、
“风险评估与控制”、“供应链金融服务”等节点在内

的 １６ 个聚类区域，国外大致可以分为“供应链管理”、
“贸易信贷”、“库存”等节点在内的 ５ 个聚类，可以认

为是目前国内外研究较多且较为成熟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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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国内供应链金融的聚类视图

Ｆｉｇ． ７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ｖｉｅｗ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ｅ

图 ８　 国外供应链金融的聚类视图

Ｆｉｇ． ８　 Ｃｌｕｓｔ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ｂｒｏａｄ

　 　 结果显示，２００９—２０１９ 年，国内文献主要围绕

“供应链金融”、“中小企业融资”、“供应链”、参与

主体如：“金融机构”、“企业”、“电商平台”等及“风
险管理与控制”等内容研究供应链金融。 如表 ２、图
８ 所示，国外研究与国内研究重点有相似之处，主要

集中在“供应链管理”、“贸易信贷”等方面。 但其研

究的角度主要围绕供应链管理中产生的问题，具有

更强的针对性和集中性，对比国内则比较分散，缺乏

系统性研究。
（１）供应链金融。 从表 １、图 ７ 可知，国内关于

供应链金融的研究中基本每一篇文章的关键词都会

出现“供应链金融”，说明国内的相关文献基本都是

以供应链金融为主线展开研究的。 而如表 ２、图 ８
所示，国外文献研究主要围绕供应链展开。 国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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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学者只针对供应链金融业务运行的某一方面进

行分析，如中小企业融资、商业银行的风控等，而很

少从供应链整体出发。 而国外供应链金融发展比较

早，早在 １９ 世纪就出现了供应链金融业务，自 ２０１２
年至今已经形成了以“Ｆｉｎｔｅｃｈ 平台＋企业资本＋金融

机构＋银行”的运作模式，比国内发展快很多，国内

可以借鉴国外成熟的运作模式并在我国供应链金

融研究发展的现状基础上，结合供应链进行系统分

析。
（２）中小企业融资。 中小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经

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经济快速发展的 “助推

器” ［５］。 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资金流在供应链

运作中越来越重要，而处于供应链弱势的中小企业

往往会出现融资难、融资贵、融资乱的现象，成为制

约供应链中资金流流动的障碍，且这一问题对处于

转型期的我国尤为突出［６］。 供应链金融作为一种

新兴的融资方式，为商业银行在中小企业融资的业

务方面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７］。 国外自金融危机

发生以后便开始时注重中小企业在供应链中的地

位，中小企业开始与核心企业合作，银行开始为整个

供应链融资。 随着一些科技公司（如 ＩＢＭ）供应链

提供票据电子化平台服务，更好的实现了信息透明

化。 国内供应链金融的发展得益于其提高了中小企

业的融资绩效，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有显著效

果［８］。 然而随着供应链金融模式的运行及宏观经

济状态的改变，供应链金融能否持续很好地解决中

小企业融资问题？ 在运行过程中又会遇到哪些瓶

颈？ 能否随着环境的变化而灵活转型升级？ 都将是

学者们研究的热点内容。
（３）供应链。 随着全球企业间的竞争日益激

烈，各组织需要重新考虑供应链合作伙伴之间的互

惠互利，以改进组织间流程集成。 竞争已不仅仅局

限于组织之间的竞争，而逐渐转化为供应链之间的

竞争［９］。 面对复杂多变的环境， 在全球供应链

（ＧＳＣ）中，可持续性管理仍然具有挑战性［１０］。 因

此，如何实现供应链的可持续管理，提高供应链整体

竞争力水平成为国际上研究的热点内容。 二十世纪

九十年代以来，供应链理论在国内日渐流行。 网购

的发展、城镇化的不断提高、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对供

应链管理的发展起到了提升和促进作用。 随着激烈

的市场竞争逐步从单一企业间竞争转向整体供应链

间竞争，供应链金融在经济社会中越来越重要［１１］，
因此，对供应链金融在供应链整体中的作用的研究

也日趋重要。

（４）参与主体。 供应链金融参与者可以分为供

应链的买卖方、平台供应商、交易风险管理者及风险

承担者。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发展中国家企业的

金融效率低下被认为是许多行业的进入壁垒，因此

需要政府、银行和供应商向中小企业提供财政支持。
然而，设计包括银行、供应商和供应链子公司在内的

现有网络需要更深入的研究［１２］。 目前国内多家商

业银行已与供应链核心企业建立了供应链金融服务

平台，为供应链上下游中小微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

融资渠道［１３］。 据此，深入分析供应链金融风险及收

益特征不仅有助于商业银行稳妥有序地开展未来的

发展，还有利于解决供应链的运行效率问题和中小

企业融资问题。 此外，如何将序贯互惠均衡等方法

应引入到下游经销商、商业银行等多个参与主体、研
究更多主体在供应链金融平台中的互惠博弈均衡，
将是下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１４］。

（５）风险评估与防范。 如表 １ 所示，排名前三

十中有关风险的关键词有：信用风险（１０２）、风险管

理（９３）、风险（６９）、风险控制（６６），总和达至 ３３０，
为方便研究，将其统一归纳为“风险”。 业界和学术

界对供应链金融中风险的认识仍停留在传统金融研

究的范式之下，然而，基于对实践的思考，从金融角

度来理解风险是不够的［１５］，由于信息不对称，商业

银行无法完全掌握中小企业的相关信息，可能使企

业融资存在不确定性，导致风险尤其是信用风险的

产生。 此外，由于传导作用，核心企业的信用风险可

能会传染到整个供应链条中的中小企业，对整个供

应链产生冲击［１６］。 对比国外，如表 ２ 所示，关于风

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贸易信贷方面，与国内研究趋

势相符。 因此，如何识别风险、对风险进行评估度

量、控制及防范是企业面临的挑战，也是学者需要研

究的热点内容。
２．４　 研究趋势分析

如下图 ９ 所示，自 ２０１８ 年起国内关于供应链金

融的研究开始向以“区块链”、“互联网”、“金融创

新”、“金融科技”等关键词转变。 互联网、区块链、
云技术等金融科技的发展，不断推动供应链金融向

更加自动化和智能化的方向发展，也为学者们提供

了更为新颖的研究角度。
２．４．１　 融合金融技术

在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ＡＩ 等新兴技术促进

下，传统供应链已无法满足企业发展需求，企业变

革、创新升级势在必行，智慧化、数字化、可视化的供

应链金融将成为行业发展主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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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国内供应链金融研究趋势图

Ｆｉｇ． ９　 Ｔｒｅｎｄｍａｐ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与传统的供应链金融相比，依靠大数据技术可

以让信息更加透明、高效，更易获取融资企业的全景

式图像，从而利用有效的信息治理来解决中小微企

业的融资问题［１７］；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去信任、天
然结算等特性可以为供应链金融解决信息不对称、
缺少可信中心、支付结算复杂等问题，改善交易双方

或多方互信的核心问题。 因此，“区块链＋大数据”
供应链金融服务框架具有数据可靠、降低风险、运行

高效的优点，可以从现实需求、技术提升、路径实现

等 ３ 个层面构建供应链金融服务新型框架［１８］，而人

工智能（ＡＩ）技术纳入供应链系统后，可以通过深度

学习技术来分析过去的供应链失误，防止新的供应

链风险，从而使这一领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但运用大数据、区块链等金融技术进行供应链

金融服务也会面临着很多问题，在新形势下，整个行

业、企业如何抓住智慧供应链金融新机遇？ 又如何

利用智慧供应链实现内部产业变革与升级，创造出

新的竞争优势？ 需要供应链金融的供给者有针对性

地加以解决，也是业界和学术界共同需要研究的趋

势。
２．４．２　 创新“互联网供应链金融”等模式

在“互联网＋”的发展战略推动下，“互联网＋供
应链金融”模式作为互联网金融与供应链金融相融

合的产物，已经实现了“四流合一”线上化和交易信

息的共享共治［１９］。 同传统的供应链金融相比，互联

网供应链金融具有网络化、数据化、精准化和平台化

的优点。 但是，互联网供应链金融的理论和实践发

展并不十分成熟，往往会出现违约等问题。 因而，需

要对互联网供应链金融展开深入研究，以便更好地

为整个行业服务［２０］。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更加优化的供应链

金融模式不断被挖掘，但是供应链金融的客体要素，
即结构、流程和要素等及其主体要素［２１］ 不尽相同，
在不同的模式下可以有不同的研究方向及重点。
３　 结束语

（１）基于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软件，主要对 ＣＮＫＩ 和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数据库中 ２００９—２０１９ 年关于供应链金融

的期刊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 利用关键词共现、聚
类分析等计量可视化方法，以科学知识图谱的形式

直观地展现国内外的研究热点领域及趋势。
（２）结果显示国内供应链金融研究的热点主要

围绕供应链金融模式下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及企业在

供应链金融模式下风险评估识别、度量、预测、防范

和控制规避等问题，而外文文献则从供应链管理的

角度出发，围绕解决供应链系统中供应链金融出现

具体的问题，如征信、库存、质量等，以优化供应链金

融模式和提高供应链运行效率。 两者研究的出发点

不同主要是由于国内外供应链金融发展的背景及现

状不同：国外供应链金融起步较早，市场机制相对完

善，相关研究也趋向饱和，而我国供应链金融起步较

晚，面对市场的变革、金融技术的进步还需要进一步

的探索与研究。 因此，国内学者可以借鉴国外学者

研究的热点内容并结合国内供应链金融运行的现状

进行学术探讨和分析。
（３）随着区块链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等金融科

技的发展，未来供应链金融将朝线上化、垂直化和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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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平台化和生态化发展。 供应链市场，未来可能

有几种发展格局：供应链核心企业自建电商平台、物
流企业自建融通平台、电子商务平台自筹资金，银行

搭建供应链金融的生态圈，还有通过云计算来系统

服务等。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关于供应链金融的研

究已形成向区块链、大数据等金融技术及互联网供

应链金融研究的转化，未来更多模式的建立都将值

得学者进一步研究其利弊及可行性。
（４）面对大数据、５Ｇ 时代的普及，供应链系统

将会呈现不同的状态，企业信用、风险规控等问题仍

需加以重视。 如何建立可行的、量化的及标准化的

风险评估指标和风险防范体系并建立良好的供应链

金融生态系统，将是业界和学者们需要进一步深入

研究的问题，其对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优化供

应链金融模式、提高供应链运行效率等也将起到积

极的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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