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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4月10日），中化资本旗下中化保理运营的供应链服务平台正式上线
，作为中化资本产融服务开放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丰富了面向中化上游
供应商的产业金融服务。
基于新平台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其上游供应商——宜昌市正邦
科技有限公司开具了首张金额为1020万元的电子信用凭证——“化彩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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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该平台已发标启动建设

部分央企存在其旗下多个子公司分别依托不同业务优势打造不同数字债权凭
证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的现象。

据不完全统计，在这其中由商业保理公司发起或者运营的平台约20个，其他
包括信托公司、财务公司、数字科技公司、电子商务公司以及实业子公司均
发起或者运营的案例。

01 多个平台规模超百亿

央企数字债权凭证平台依托强大的产业背景，已有多个平台规模超过百亿元
。

铁建资产倾力打造的供应链金
融服务平台——铁建银信平台
，在2021年9月即已累计为中国铁建产业链中小微企业提供保理融资服务款
项突破千亿元，
成为首家“千亿央企供应链金融
服务平台”
，它标志着资本集团在服务主业、以融强产上迈入新的里程，在为中小微企
业纾困解难、助力普惠金融服务发展上跨向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电建旗下电建融信
，已累计实现电建融信开具规模845亿元（截至2023年3月16日）。

国家电投旗下“融和e链”
，截至2022年6月27日平台业务规模突破1000亿元，成功跨入“千亿”俱
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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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旗下中电惠融供应链金融平台
，截至2022年底累计交易规模突破610亿元。其中，好链账单已触达九级供
应商，向平台申请融资的供应商最深已到七级，单笔融资金额在100万元以
下的占90%以上。2022年内降息3次，从4.95%到3.95%。

华能集团旗下华能智链运营的“能信”
数字化应收账款债权凭证平台，
截至2022年底，平台核心企业206家，服务供应商2280家，累计开立“能
信”409.29亿元，实现融资70.21亿元。

中交集团旗下
中交上航局数字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
自2019年8月上线，目前已入驻集团内核心企业15家。该平台的主要产品为
数字债权凭证，该平台目前已经签发凭证超130亿元，融资规模超过100亿
元，服务供应商3000家。

中国宝武旗下“通宝”数字债权凭证产品，规模或已超过千亿。

南方电网旗下“南网e链”
于2021年6月发布上线，至当年月底平台服务规模已超过15亿元，至2022
年底，该平台交易规模已超过百亿元。

02 一家企业多各平台

以中交集团为例，
其电商平台、资本控股平台以及多家子公司运营多个数字债权凭证供应链金
融服务平台
。其中，中交上航局数字供应链金融服务晋级首届“国企数字场景创新专业
赛”决赛，该平台自2019年8月上线，目前已入驻集团内核心企业15家。该
平台的主要产品为数字债权凭证，该平台目前已经签发凭证超130亿元，融
资规模超过100亿元，服务供应商300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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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技术集团
旗下通用技术财务公司、通用技术咨询公司（电商平台）和环球医疗分别建
立并运营以数字化应收账款债权凭证为产品的数字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

03 新平台建设速度或放缓

小供注意到去年以来，已有包括中广核“e鹭云链”、东风汽车“东风融E单
”、三峡集团“三峡通证”、中核集团中核保理“核信”、五矿集团“五矿
易付”、五矿集团五矿信托“五矿信易链”、中化学集团“化学数科银信”
、招商局数字债权凭证等平台等上线。包括中建材“建材信证”、中能建旗
下能建国化保理数字债权凭证、中化保理“化小信”。

随着越来越多的平台完成数字债权凭证平台的建设，新平台建设速度或放缓
。

04 如何建设百亿平台

打造平台就是打造影响力，就是要不断提高平台的能级。

什么是平台的能级提升？

从业务平台发展为集团的统一平台，从公司平台发展为区域平台，从集团平台
发展为行业平台，从单一功能平台发展为多元功能平台。

小供注意到部分产业集团在推动供应链金融业务时，虽然带着“自上而下”推
动的特征（如“红头文件”等），但如果行业适用性强，产品不能较好地贴合
交易习惯，难以自然地嵌入了原有供应链生态，平台仍难以发展。而部分平台
，虽然政策一时难以到位，但依靠需求真实完整地理解、基于需求的定制化产
品设计、平台开放带来的产融生态力量等平台依然取得了快速成功。

特别是，如果一个大型产业集团内部存在部分组织功能重叠的情况下，面对供
应链金融会天然地产生“赛马”机制:财务口（金融口）天然具有金融机构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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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采购口掌握着大量的供应链资源、科技口具备科技能力具有建设平台得
天独厚的优势。这种情况下，一个集团内部做着同样供应链金融事情的多个组
织、多个平台的事情并不鲜见。

不论在何种情况下，小供认为平台要冲百亿，首要的就是持续打造平台影响力
的终极目标是提升平台能级，最终实现从业务平台多统一平台，从单一平台到
区域平台，从区域平台到行业平台的转换。

这种平台能级的取得不论是来自“自上而下而推动”抑或是来自“自下而上”
的求索，但通常都离不开贴合交易习惯和客户需求的产品创新寻求的场景服务
能力提升、技术不断优化带来的客户体验提升、开放平台建设带来的充裕资金
活水、通过善用政策带来的影响力扩大以及最终形成的平台能级提升。

第一，贴合场景和需求设计产品。

仅以应用最广、最简单的数
字债权凭证产品为例，
电建融信推出的“下游业主融信”
，不仅解决
了成员单位与业主单位
上下游供应链的中短期资金压力
，助力成员企业压降两金
，还增强了电建成员企业与地方政府的业务合作粘性。

三一金票推出的“金易换”
业务，供应商以数字债权凭证为标的进行质押，可将数字债权凭证额度置换为
等金额的银行授信额度并用于可用于银票、信用证、保函、流动性贷款等多种
业务场景，
实现了商业银行向银行信用的转换
，改变了供应商对数字债权凭证的接受意愿，大大提升了数字债权凭证的流动
性。

比亚迪推出的“现金折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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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数字债权凭证为载体，引入“可变对价”，在无账户限制、无需合同发票、
无需签收凭证以及更低的折扣率的情况下，支持供应商变现应收账款。

某平台推出“不完全强确权”
业务，通过引入外部增信机构和内部流动性支持机构，解决了核心企业账期不
固定，以往业务难以开展、金融机构难以授信等的难题。

这些贴合具体场景和核心企业真正痛点的产品，在特定场景下，因为更针对产
业链需求痛点而大大改变了用户对于平台的接受度和使用习惯。

第二，开放平台，接入多个或多类型金融机构。

对于产业类平台来说，“开放、共享”是大势所趋。金融资源是平台运营的关
键资源，产品和价格层次分明金融机构体系是平台持续扩大影响的关键一招。

小供注意
到，多数成熟平台
在过去一年的发力重点亦是对接金融
机构
：一是，以产业资源整体而非单个业务实现与金融机构整体的合作沟通，这样
可以大大提升平台在产融生态构建的主导权，提升平台影响力；二是，发挥协
同优势，分别从产业端和资金端，寻找满足用户需求的更安全、高效和低成本
的方案；三是，发挥区域银行优势，用好本地化资源。

小供注意到某央企平台自2018年建立以来，已累计对接29家各类金融机构，
从产品、成本和个性化需求等各个方面，有效地满足了供应链上用户的各类需
求。

第三，善用政策、扩大影响。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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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善用政
策，不断扩大平台
影响，小供认为这是提升平台能级的
利器。一是，积极参与各类试点创新
。如将供应链金融与绿色金融、普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乡村振兴、产业链
供应链高质量安全发展、数字经济、数字人民币、支持实体经济等结合起来，
积极参与各类监管创新试点（如国电投融和e链入选人行监管沙盒试点），畅
通监管沟通渠道。二是，积极向上争取政策
。企业孵化出来的平台积极向集团申请政策支持，地方国有企业积极联合当地
金融机构向主管部门申请政策支持，争取将平台能力提升一个维度（从业务平
台到集团平台或从公司平台到区域
平台）。
三是，分享行业领先实践，赋能
行业其他用户
，将集团平台发展为行业平台，真正为集团发挥产业链中的关键地贡献力量。

第四，协同赋能、争取主动

能级提升之后，平台要积极发挥平台影响力，从较大能级层面吸引、赋能其他
平台。吸引力越大，说明该平台能力越强。如科技公司搭建的平台，可将集团
内的金融单位作为资金方吸引过来，避免“重复造轮子”。如金融公司搭建的
平台，要通过推动系统直连的方式，实现对产业场景的互联互通，发展成为内
部数据流通和传递的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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