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稳链强链补链，“链”式金融服务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云南农行以增强“稳链、强链、补链”金融服务为目标，

全力提升供应链金融发展水平，不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一、供应链金融服务模式及具体操作流程

为顺应互联网发展趋势，响应国家推动供应链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的要求，丰富我行链捷贷产品体系，促进业务健康

有序发展，云南农行与中企云链（北京）金融信息服务有限

公司、简单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供应链科技平台合作，通

过区块链技术解决供应链应收账款确权和多级供应商线上

流转问题，为核心企业上游供应链企业办理线上供应链业务。

核心企业上游供应商在第三方供应链平台系统上提交

融资申请。农行后台系统收到该供应商准入申请后，人工指

派贷前/贷后客户经理，由贷前客户经理在系统中向供应商

发送邀请码。供应商收到邀请码后，在农行开立结算账户并

开通企业网银绑定对公结算账户作为贷款账户，客户经理线

上进行资料审核，审核通过后供应商在第三方平台勾选电子

凭证，填写相关信息、提交贸易背景资料后发起融资申请，

在线通过 CFCA 证书签订保理合同等协议文本。

农业银行后台系统通过内嵌的校验条件进行调查、审查

及审批。系统业务审批通过后，农行系统对接人行动产融资

统一登记平台自动进行应收账款转让登记，登记完成后农行

按约定将保理融资款实时发放至供应商账户。全部流程均在



线上完成，系统自动审批无需人工干预，在资料齐备的情况

下可实现“秒贷”。

二、线上供应链业务优势

（一）缓解供应链上中小微企业融资困难。

线上供应链业务通过占用核心企业银行授信解决供应

链上中小微企业与农行间信息不对称问题，发挥核心企业对

产业链的信用支持作用，帮助核心企业供应链上的中小微企

业快速融资。同时农行积极履行国有大行社会责任，为线上

供应链融资客户减费让利，线上供应链平均融资成本低于农

行平均贷款水平。

（二）提升产业链整体金融服务水平。

通过线上供应链业务，农行依托核心企业，与第三方专

业机构加强信息共享和业务联动，构建核心企业上下游一体

化、数字化、智能化的信息系统，实现线上自动信用评估、

风险管控前移。不仅解决了产业链上中小微企业传统“点对

点”融资模式效率低、周期长的问题，而且通过金融科技实

现产业链融资“非接触”智能化、批量化运作，即使是疫情

也不影响业务操作和办理。

（三）提升应收账款的标准化和透明度。

农行要求提交融资的应收账款具有真实的贸易背景，需

要供应链客户提供贸易合同和正规发票，并通过联网税务系

统线上验证发票真伪，通过标准化验证提升应收账款的透明



度，并自动登记人民银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系统。通过线上

供应链业务进一步加强核心企业财务规范化管理，同时也对

融资的产业链客户业务合规性和标准化提出具体要求，有利

于建立公平、规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三、具体供应链融资业务

（一）供应链客户案例。

1.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

电十四局”）前身是云南水力发电工程局，成立于 1954 年，

注册资本 86884.19 万元。公司经营范围：水利水电工程施

工及相关工程技术研究、勘察、设计等。公司主营水利水电

建筑安装工程，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市政公

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等资质，具有年挖填土石方 2500 万

立方米、混凝土浇筑 300 万立方米、人工砂石料生产 600 万

立方米、各类钻孔灌浆 40 万米、发电机组安装 350 万千瓦、

金属结构制作安装 5 万吨、公路施工 300 公里的综合施工能

力，被誉为“地下铁军”和“水电劲旅”。水电十四局总部

设在云南省昆明市，分部、项目部遍及全国 10 多个省区以

及刚果、喀麦隆、斯里兰卡、缅甸等国家。

云南农行根据水电十四局承接工程量大、上游施工企业

众多、分布全国各地的特点为企业办理线上供应链业务。

上游供应商情况：昆明 XX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XX 建筑”）主要从事机电工程施工，具有机电工程施工



总承包二级资质，企业员工 63 人，年营业收入 5000 万元以

下，按照国家标准划型为小型企业。

XX 建筑因工程资金债务纠纷 2020 年被法院强制执行，

有多起合同违约记录和诉讼纠纷，按照传统信贷业务要求，

难以准入获取银行信贷支持。农行通过区块链技术确认水电

十四局对 XX 建筑的应付账款、基础合同和发票等数字化信

息，在线为 XX 建筑办理线上供应链融资 1951 万元。从发起

业务申请至资金到账仅 4小时，有力支持客户挺过疫情冲击，

维持就业岗位和人员稳定。

2.云南能投 XX 集团在我行综合授信 2.5 亿元，业务品

种为短期流动资金和无追索权保理业务共用，目前存量保理

e 融余额 0.47 亿元，存量保理 e 融签约额度 0.5 亿元，鉴于

客户的实际用款需求，将签约额度提升至 1.5 亿元。公司自

2017 年以来增资扩股以来，公司依托云南能投集团平台大力

发展主营业务，公司中标工程增长迅速，授信金额主要用于

公司购买工程建设材料使用，由于工程建设使用材料品种繁

杂，材料供应商众多，公司应付账款增长迅速，无追索权保

理业务主要用于云南能投 XX 集团作为核心企业为应收账款

收款人的供应商的融资，公司支付建筑施工工程中原材料采

购款的贸易背景真实，融资需求真实。云南能投 XX 集团上

游供应商涉及大量民营中小微企业，据调查了解，截止目前

公司的供应商已达 300 余家，预计公司 2022 年 2 季度整体



支出材料款项在 3 亿元左右，除了公司自有资金支付外，同

时公司也通过银行融资解决部分支付资金。核心企业云南能

投 XX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部以及本部授权的分、子公司在

开出“云信”后，上游供应商根据资金需求状况及内部管理

要求，既可以将取得的“云信”流转至 N 级上级供应商，也

可以选择向我行提出融资申请，将有力促进我行的中小微融

资业务及对公结算业务的迅速发展。

四、下一步工作安排

下一步，云南农行将主动融入国家战略和经济发展方向，

立足金融促进产业链现代化，推动供应链金融向更高层次迈

进，加大对产业链核心企业、上下游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

继续助力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

（一）加强对以下类型核心企业客群的重点营销：

1.客户分类为支持类的行业重点客户、总行级核心客户

和一级分行级核心客户；

2.经营状况较好、近几年持续盈利的央企子公司或地方

重点国企；

3.省内高速公路、“四个一百”、十四五规划的重点建设

项目；

4.二甲及以上医院、高等职业院校、符合供应链准入要

求的省内优质非核心法人客户、农业供应链客户。

（二）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拓展优质客户下游供应链。



各行以“保理 e 融”为重点营销产品，拓展上游客户群。

在核心企业承担最终付款责任的前提下，以“订单 e 贷”批

量拓展下游客户群；在落实政府偿债能力和历年企业中标结

算情况的基础上审慎开展“政采 e 贷”业务，支持多年中标

政府采购项目的小微企业。

（三）做好商圈二次营销。

对已审批、已落地的商圈持续开展营销，挖掘上游更多

客户加入链条进行融资，针对低效链条组织开展“二次营销”

并进行整治。

（四）利用合作平台优势，拓宽潜在核心企业。

与我行合作开展的“中企云链”“简单汇”均是全国性

的供应链融资平台，普惠部将请他们提供外省优质核心企业

在昆有分支机构的企业名单以及在他行已开展供应链融资

业务的企业名单，以此为突破口拓展供应链融资业务。

（五）抓好组织落实。农行各级层层压实工作责任，确

保供应链融资增量计划任务目标和工作要求传导到位、落到

实处，核心企业拓展和链上客户营销要协同推进，确保完成

计划。省分行按周进行业务通报，各行建立专项监测通报机

制，明确督导措施，全力抓好任务落实。

（六）防范业务风险。一是严选优质核心企业客户，各

业务环节要严格遵守相关管理规定要求，加强对合作机构的

管理，严格做好监测和评估工作。二严格融资客户准入，加

强贸易背景资料审核，加强融资客户贷后管理。严格遵守《个



人信息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依法依规使用信息，切实

保护客户信息安全。三是密切关注核心企业，做实核心企业

风险监测，加强风险预判及处置能力。

（七）加强业务培训。各行组织好辖内各级行业务人员

的参训及转培训工作，在各条线业务培训中应安排专项课程，

不断提升各级行客户经理、产品经理的营销服务和产品管理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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