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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物流金融模式研究

李秋烟

摘 要:农产品物流金融是农业企业、第三方物流企业和金融机构融合发展的新业态,

其业务涉及代收货款、仓单质押、保兑仓和统一授信等四种模式。由于运营模式差异,

四种农业物流金融模式对参与三方的责权要求也不尽相同。为了提高经营的可持续性,

合作企业间应该加强风险管控能力和信用体系建设,政府层面应该加强农村物流基础设

施以及农产品物流金融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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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我国正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这为物流、金融等

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 “互联网+”战略的提出以及电子商务的快速发

展,物流市场总体需求持续扩大。互联网技术的革新和延伸也为物流业参与供应链整合创造了条

件。与此同时,物流业发展也面临着转型升级的紧迫压力。我国现有超过30万家物流企业,但

绝大部分都是中小物流企业,主要从事物流、仓储等业务。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同质化业务使

企业利润持续缩水,以至物流业已整体进入温和增长阶段。因此,整合供应链与物流业务,用物

流来联通资金流和信息流,从而促进物流业转型升级已是今后一段时间物流企业增强核心竞争力

的必然要求。物流金融正是实现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融合的一种创新业务模式。农产品物流金

融是物流金融与农企结合而形成的一种新型业务模式。我国是农业大国,有数量众多的中小农业

企业,这些农企的发展,面临着资金流和物流的双重限制。农产品物流金融对于破解农企融资

难、物流难的困局,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增强农业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促进我国农业转型升级

以及第三方物流企业和金融结构的供给侧改革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物流金融的发展历程

所谓物流金融,是指在面向物流业的运营过程,通过应用和开发各种金融产品,有效地组织

和调剂物流领域中货币资金的流动。这些资金流动包括发生在物流产业中的各种存款、贷款、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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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信托、租赁、抵押、贴现、保险、有价证券发行与交易,以及金融机构所办理的各类涉及物

流业的中间业务等。物流金融通过物流作桥梁,让金融机构、物流企业和供应商三者资金流、物

流和信息流优势互补,形成三流合一的闭环流程,从而有效提高合作三方的盈利能力与市场竞争

力。物流金融起源于西方,伴随着工业革命特别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资本主义快速发展而

兴起。

1916年,美国颁布并实施了 《仓库存贮法》,一套完善的关于仓单质押模式的运行系统就此

诞生。1954年,《统一商法典》开始在美国实施,该法进一步明确了物流金融参与方的法律关

系,促进了物流金融由简单的仓单质押模式向更加灵活多样的新业务模式演变。研究方面,

Koch[1],Dunham[2],Birnbaum[3],Eisenstadt[4],Guttentag[5]等对这一时期的物流金融业务模

式、法律环境、仓储、监控方式流程及优缺点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的物流

金融还只是单个物流企业的行为,那么20世纪80年代则是物流金融的供应链时代。在这期间,

物流企业开始真正深度参与金融机构与供应商之间的业务整合,现代物流金融模式由此诞生,同

时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Miller[6]分析发现管理咨询服务公司是物流企业与金融机构的桥梁,

提供融资担保,并参与借贷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贷款谈判;贷款结束后,咨询服务公司又作为

金融机构的监管代表,定期向金融机构反馈物流企业的贷款资金使用情况和公司的财务状况。

Rutberg[7]分析了UPS的物流金融创新模式,公司利用其母公司实施从货物的入库到出库的全流

程供应链融资,并为客户提供存货管理和物流配送服务。Femore[8]认为物流企业在为分销商提

供订单融资时必须充分考虑到产品制造周期、交易周期以及分销商信用等因素所隐藏的交易风

险。Hofmann[9]认为仓单质押的物流金融模式可以为物流服务供应商提供新的机会,为客户提供

增值服务,并在市场上创造独特的竞争优势,但是此种模式对物流企业的融资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有较高的要求。Zhou[10]从仓单质押、保税仓融资两方面对存货质押融资进行了论述,认为存货

融资作为一种新型金融衍生产品,虽然在规范化和多样性上还有所不足,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

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Seidmann等[11]分析了银行贷款与物流企业贷款的差异,认为当生产商

边际生产成本相对较低时,物流企业的信贷比银行信贷能更有效地缓解供应链中的双重边际化,

当边际生产成本较高时,银行信贷对生产商则更为有利。

1999年,中国储运与银行合作推出第一笔存货质押融资业务,标志着我国物流金融业务模

式的开启。2003年,广发银行用 “民营100”的金融平台,以存货为基础吸引第三方物流公司加

入,物流金融开始由单个企业向供应链转变。研究方面,邹小芃等[12]第一次在中国诠释物流金

融理念,她们认为物流金融就是金融机构通过供给各类金融服务来支持物流业的经营发展,从而

对物流领域中的资金运转起到调节作用。唐少艺等[13]分析了物流金融应用性,发现其可以很好

地提高中小企业经营效率。李蜀湘等[14]创建了绿色物流金融的系统模型,并给出发展绿色物流

金融的措施和意义。

二、农产品物流金融内涵与特点

农产品物流金融是指农产品生产者 (农户或农业企业)以第三方物流企业为中介开展与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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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的合作。金融机构给农产品生产者提供包括资金融通、结算、保险等业务,从而便利农产品

生产者的融资和农产品的快速流通。农产品物流金融将现代农产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三者紧

密联系起来。从交易视角来看,因为资金流的传递和供应链的发展,农产品物流金融中的利益主

体形成了长期合作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物流企业在供应链节点上为农业企业提供融资途径,

从而帮助物流企业获得新的利润增长,金融机构给予农业企业资金支持服务,农业企业助其扩大

放贷业务量。胡愈等[15]提出了 “地融仓”理论,该理论将农村物流、资金流、土地流、信息流

高效融合,通过农地 (权证)质押融资,解决农村物流融资难的问题。左雪莲[16]分析了农产品

物流金融仓单质押、保兑仓和融通仓模式,以及基于应收账款融资的农产品物流金融模式。侯玉

梅等[17]总结了农产品物流金融运作中的风险,并创建出农产品物流金融信用风险模型。董劲[18]

分析了农产品物流金融融通仓模式中风险以及相应的风险应对策略。Klapper[19]分析了中小农业

企业开展保理融资的可行性,认为保理业务与供应商应收账款的价值有明确的正向联系。王华

等[20]认为农产品物流金融模式的关键在于农户和金融机构应加强对第三方物流企业的授权。余

春苗[21]认为农产品物流金融不仅有益于整合带动资金流,而且有益于商业银行扩大客户群体和

物流企业增加利润空间。

由于农业生产方式及农产品自身的特殊性,农产品物流金融具备一定的特殊性。

其一,质押物品的季节性和脆弱性。农产品生产的周期性、季节性特征明显,因而农产品物

流金融的质押物一般也呈现季节性变化特征。另外,农产品具有强烈的生物特性,极容易受到外

界环境的影响而变质,从而失去质押价值。

其二,农产品物流过程复杂。农产品种类繁多,产品特性各异,保鲜、冷冻要求严格,因而农

产品物流金融业务中,加工、存储、运输、管理等技术及设备要求更先进。唯有如此才能保障运行

流畅,这也使得农产品物流体系的运作更复杂。

其三,物流、融资规模小而分散。我国农业是以中小农户和乡镇中小农企为主的生产组织形

式,再加上我国农村幅员辽阔,造成了农业生产小而散的局面。小散型农业生产必然面临资金短

缺,技术升级难,专业化、信息化程度低等问题,也导致了农产品物流金融中的物流、融资规模

的小而分散,不利于规模效应降低成本。

三、农产品物流金融发展的困境

2016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29.7万亿元,比上年增长6.1%,农产品物流总额3.6万亿

元,比上年增长3.1%,农产品物流总额占全社会物流总额的1.6%,与上年基本持平 (如图

1)。2009—2016年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总体呈现稳步上升势头,表明社会对物流的需求持

续扩大,但农产品物流总额仅从2009年的2.67亿元小幅增长到2016年的3.6亿元,农产品

物流总额 在 全 社 会 物 流 总 额 的 占 比 则 从2009年 的2.76%持 续 下 滑 到2016年 的1.57%。

2009—2016年间,金融机构对农户和农业的支持持续扩大,农户贷款余额从2009年的2.01

万亿元增加到2016年的7.01万亿元,增幅达到248.76%;对农业的贷款余额从2009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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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万亿元增加到2016年的3.66万亿元,增幅达88.66% (如图2)。金融机构对农业发展

的持续支持,支撑了我国农业快速发展,农林牧鱼总产值从2009年的60361.0亿元增加到

2015年的107056.4亿元[22]。农业投入的持续大幅增加与农产品物流总额增长缓慢以及农产

品物流占全社会物流比重持续下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表明我国农业生产以及农产品的流通

效率还较低,物流作为农企与金融机构的桥梁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农产品物流金融在发

展过程中仍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

图1 2009—2016年中国农产品物流总额及占

社会物流比重分析

    
图2 2009-2016年金融机构面向农户和

农业贷款余额

(一)农产品物流基础设施发展不完善

农产品具有特殊的生物特性,其保质期短,容易变质,这就对农产品的冷链物流提出了很高

的要求。而当前配备充足冷藏设施的第三方物流企业还非常少,以至相当部分的农产品还露天存

放或存放在没有严格低温环境下。大部分新鲜水果、蔬菜、禽肉、水产、奶制品也是通过没有配

备冷藏设施的普通车辆运输。据统计,我国农产品冷链运输率不足10%,而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则

达到了80%~90%,我国每年因冷链不足而导致的农产品损失达750亿元[13]。

(二)金融产品不能满足农产品物流金融的多样化需求

中小农企对融资需求往往是 “少、急、频”,而且能给予金融机构的质押物是种类繁多、不

易仓储保存的农产品。如果要满足农企的这些贷款要求,金融机构就必须创新监管方式,并提供

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当前中小农企普遍存在的贷款难问题,说明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的金

融产品不能满足农企的实际融资需求,也阻碍了农产品物流金融业务的开展。

(三)农产品物流金融信息化程度低

农产品物流金融的开展需要农企、物流企业和金融机构建立开放共享的信息平台。而当前个

体农户和小农企根本没有能力建立农产品信息化平台,拥有强大农产品信息化管理和监控系统的

第三方物流企业也寥寥无几,金融机构也没有专门面向农企和物流企业的信息交换门户。农产品

物流金融的信息化程度低,不仅阻碍了农产品销路的扩大,也让物流企业不能对农产品的流通进

行有效的管理。信息不对称以及信息共享系统的缺乏,导致金融机构不能对农产品质押物进行有

效的监管,增加了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从而导致三方合作意愿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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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产品物流金融业务模式

(一)代收货款模式

一直以来,农企都遵循着传统的产业发展方式:生产农产品—销售农产品—回收货款。买方

客户如果不能及时结清货款,就有可能给流动资金短缺的中小农企造成资金链断裂,轻则影响企

业再生产,重则导致企业破产倒闭。通过引入第三方物流企业后,农企、物流企业与买方客户签

订三方合同,农企将货物交给物流企业,物流企业则向农企全额垫付所有货款,然后由物流企业

将货物交给买方客户,并向买方客户收取货款 (如图3),并根据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向买方客户

收取规定的滞纳金。因为农企将部分经营风险转嫁给了物流企业,因而也需向物流企业缴纳一定

数额的佣金。代收货款模式适用于资金链紧张的中小农企、买方客户以及资金充裕的第三方物流

企业。代收货款模式解决了农企的资金周转困难,也适当减缓了买方客户的货款压力,同时给物

流企业带来了额外的佣金和滞纳金收入。在这种模式中,物流企业的货款回收风险变大,为了降

低风险,物流企业必然要求农企支付更高的佣金,要求买方支付更高的滞纳金。考虑到经营风险

和盈利能力,代收货款模式实际运作并不普遍。

(二)仓单质押模式

农企普遍有着旺盛的贷款需求,金融机构在向农企贷款时也面临着质押物的监管问题。第三

方物流企业正好可以在农企与金融机构之间搭建一座桥梁,来促成农企和金融机构的顺利合作。

金融机构授权第三方物流为农企提供质押物仓储服务,并向其开具仓储凭证,农企将此仓储凭证

质押给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凭仓单质押凭证给农企发放贷款,同时授权第三方物流对质押物进行

监管 (如图4)。在仓单质押模式中,农企可以凭质押物获得贷款,通过贷款来提高生产工艺,扩

大生产规模,从而增强企业盈利水平。金融机构也能扩大贷款规模,提高利息收入。物流企业分

别向农企和金融机构收取仓储服务费和监管费。同时,物流企业应加强信息化手段建设来提高对

农产品质押物的监管能力,防止农产品变质等因素造成质押物失去质押价值。一旦质押物失去质

押价值,金融机构可能无法贷款,农企可能因贷款中断,产品受损,物流企业则可能不得不因为

监管不力而向农企和金融机构赔偿经济损失。所以农产品质押物的品质稳定性和有效监管对于仓

单质押模式的开展十分关键。

图3 代收货款模式

 

图4 仓单质押模式

(三)保兑仓模式

农企在经营过程中需要购买各类生产物资如种子、农药、化肥等,如果资金短缺,就会直接

影响生产物资的购买,从而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在保兑仓模式中,农企可以先向金融机构缴纳

一定的保证金,其余金额由第三方物流向银行承兑担保,同时第三方物流需要农企将农产品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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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反向担保。金融机构收到保证金和承兑担保后向上游供应商开具承兑汇票。上游供应商在拿

到承兑汇票后将货物交由第三方物流,第三方物流分批次发货给农企,农企在规定期限内分批次

还款给金融机构,并在还清贷款后获得质押物的仓单提单 (如图5)。保兑仓模式涉及四个利益交

织的法人主体。在物流企业的承兑担保下,农企可以顺利申请承兑汇票,从而以有限的资金从上

游供应商及时获得所需的生产资料。上游供应商因为有银行的承兑汇票而不必担心货款的损失,

因而能更积极地与农企合作。第三方物流通过向农企提供承兑担保以及仓储服务而得到额外的佣

金,金融机构则扩大了利息收入。保兑仓模式成功的核心在于农企的还款能力以及质押品的稳定

性。如果农企经营不善,就有可能不能及时向银行还款,也可能连带造成第三方物流企业的违

约,从而给农企、第三方物流和金融机构造成经济损失。另外,如果第三方物流对质押物监管不

利,造成质押物变质,最终也会影响农企的生产经营以及物流企业自身的经济利益。

(四)统一授信模式

相比银行,农企与第三方物流的业务与资金往来更为密切。对于信誉好、规模大的第三方物

流企业,金融机构可以对其进行统一授信,并给予其一定的授信额度,允许其向农企提供贷款融

资服务。农企以库存农产品质押给物流企业,并向物流企业分批还款,物流企业获得还款后,分

批次将质押物返还给农企 (如图6)。统一授信模式简化了业务流程,银行只与第三方物流发生借

贷关系,免去了银行对农企的直接监管。农企也只与物流企业发生业务关系,省去了通过第三方

物流向银行借贷的繁琐。统一授信模式的风险在于物流企业的信誉度以及农企的经营能力,一旦

农企不能及时还款给物流企业,就会连锁造成物流企业不能及时还款给银行,从而带来三者利益

同时受损的结局。

图5 保兑仓模式

  

图6 统一授信模式

五、促进农产品物流金融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规则制定

政府部门应出台针对性的法律法规文件来引导农产品生产企业、第三方物流企业和金融机构

的融合发展。在充分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参照 《民法通则》《合同法》《担保法》《商业

仓库管理办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以及金融领域的一系列法律法规,有针对性地制定 “农产

品物流金融管理办法”,明确农产品生产企业、物流企业以及金融机构三者的责权,保障合作三

方的合法权益。管理办法要明确列举适合仓储和仓单质押的农产品类别及其监管流程,以消除农

产品在质押过程中因变质等因素引起的三方经济纠纷。此外,加强信用制度建设对促进农产品物

流金融的发展也十分必要。在当前信用立法缺失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应针对农产品物流金融出台

指导性的信用评估管理办法,防止因为少数信用不良的企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效应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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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场监管

市场监管重点首先应放在农产品质押物的监管上。进一步加强农产品物流体系的信息化、网

络化建设。依托物联网技术,整合地理信息系统 (GIS)、电子数据交换系统 (EDI)和GPS,建

立农产品从农田到物流再到市场的全流程监管体系。通过技术体系建设可以有效防范农产品从源

头到终端的任意一个环节可能出现的问题,避免因为产品问题导致的风险蔓延。市场监管的重点

也应该放第三方物流企业的部分金融功能上。对农业企业来说,通过金融机构的授权,第三方物

流企业具备了一定的金融机构的融资职能。物流企业向农业企业的融资能力、资金使用去向以及

资金收回能力都需要严格监管,防止因为物流企业金融能力不足而导致资金坏账。

(三)基础设施建设

首先需要改善农村道路通行条件。部分偏远农村道路通行能力低,导致农产品不能及时从田

间运抵加工厂。需要进一步改善农村道路通行条件,为农产品物流的快速运转提供必要的基础。

其次需要加强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建设。农产品冷链物流建设是一项高投入、高时效的系统工

程,一般中小物流企业和农业企业不具备这样的资金实力和组织协调能力,所以,政府的作为和

银行的支持是保证一个完整的冷链系统完成的关键。

(四)新产品研发

开拓新的农产品物流金融产品是事关整个行业提高竞争力和活力的紧迫事情。金融机构应针

对小微农企,在贷款额度、担保方式、贷款期限等方面进行产品创新,结合小微农企的企业信用

提供个性化的产品服务。针对中小农企和物流企业抗风险能力差的特点,保险机构也可以开发出

适合中小农企和物流企业的保险产品。此外,在已有的四种农产品物流金融模式中,应以企业信

用为基础来开拓新的业务模式,以简化审批流程,降低合作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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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LogisticsFinancialModelofAgriculturalProducts
LiQiuyan

Abstract:Thelogisticsfinanceofagriculturalproducts,involvingcollectionpayment,warehouse

receiptpledge,confirmingstorageandunifiedcreditmodels,isanewformatintheintegration

developmentofagriculture,thethirdpartylogisticsandfinancialenterprises.Duetodifferencesin

operationalmodels,thefouragriculturallogisticsfinancialmodelshavedifferentresponsibilityre-

quirementsforthethreeparticipants.Inordertoimprovethesustainabilityofoperation,theco-

operativeenterprisesshouldstrengthentheriskcontrolabilityandcreditsystemconstruction.In

addition,rurallogisticsinfrastructuresandthefinancialsystem constructionofagriculture

logisticsshouldbefurtherreinforcedatthegovernmentlevel.

Keywords:agriculturalproducts;logistics;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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