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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物流金融模式选择研究

——以湖北省襄阳市为例
1

马秀秀，马 俊

（湖北文理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摘 要】：在分析中小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融资特点的基础上，论证其参与物流金融的可行性，通过对现有物

流金融的模式分析评价，探讨中小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开展物流金融模式及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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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环境下，随着产业转型升级的持续推进，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因为其自身竞争力不强、经

营管理水平落后、企业主素质低下等原因，融资难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其中，中小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由于规模

小、可抵押资产少、资金占用量大、资金回收周期长等原因，其融资难、成本高等问题日渐突出，在金融与产业共融的大趋势

下，可以通过物流金融来缓解困境，从而增强此类企业的竞争力，为其快速发展提供资金保障。但目前各地各行业物流金融应

用状况各不相同，选择合适的物流金融模式，是中小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1、襄阳市中小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融资特点

湖北省襄阳市，位于湖北省西北部的省级副中心城市，2017 年实现 GDP4064.9 亿元，以汽车产业为龙头的汽车制造业产值

更是增长 13.5%，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与转型升级，带动了产业链上的众多零部件生产企业。但是作为中部汽车生产重镇，襄阳

市除了东风汽车、风神汽车、九州汽车、一飞汽车、德纳车桥、骆驼电池等大型主机厂与零部件厂，更多的是中小型零部件生

产企业。这些中小型零部件生产企业，大都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

中小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从行业上来看，大多属于附加值较低的制造业，行业入门门槛与技术含量较低，同类型的生产企

业众多，市场竞争激烈，利润率低，融资成本较高。从汽车供应链的位置上来看，零部件生产企业与汽车销售企业一起处于以

强势汽车制造商为主导的供应链中弱势的两端，近年来，零部件生产企业同时掣肘于下游制造商降价要求和上游原材料涨价的

双重压力下，除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之外，获得较低的融资成本也是此类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从融资来源方面看，

囿于中小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规模小和财务制度等管理制度的不完善，融资融券难度非常大，同时，因为资金缺口大、抵押资

产少、偿还能力低、银行惜贷现在较为突出，因此此类企业融资来源过分依赖于企业内部积累以及民间借贷，从银行方面融资

的比例非常小。融资结构决定了融资成本，比如，根据 2017年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调查数据表明：在受调查的企业（不限于中

小企业）中，认为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企业数量占比达到了 56.3%，同时认为利息费用高是导致融资贵的主要原因占受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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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 84.1%，另外，认为中介机构服务收费高以及金融机构非利息收费高的看法分别占的受访企业的 26.2%和 26.9%。从中小

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融资痛点上看，主要集中在利用存货和应收账款进行传统融资比较困难，除了厂房、设备作为抵押物向银

行贷款以外，利用存货和应收账款这些相对流动性较好的资产进行融资渠道还未有效打开。

2、襄阳市中小零部件生产企业采用物流金融的可行性分析

物流金融作为物流业的一种创新型增值业务，以物流的经营运作为基础，通过开发与创新金融产品，实现物流企业、金融

机构、融资企业多方共赢，提高社会资金利用率。就中小零部件生产企业而言，积极采用物流金融，可以拓宽融资渠道，有效

缓解融资企业的困境。我国物流金融市场潜力巨大，引起了我国政府的极大重视，从国务院先后颁布了《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

划 2014-2020》（国发[2014]42号）、《物流标准化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2020年）》，可以看出：政府通过制度安排，在实

现提升物流业市场竞争能力的情况下，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更为便捷、多种渠道的金融服务。

2017年 4月 1日，以制度创新和模式创新为核心的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襄阳片区正式揭牌。借鉴 2013年起，中国

（上海、天津、福建、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先进经验和建设成效，襄阳市及周边地区的物流金融发展必将更具有广阔的发

展空间。

就中小零部件企业生产过程而言，其为生产准备而采购原材料、燃料，生产过程中的半成品，以及生产完成之后的汽车零

部件成品，一般而言，在市场中价格波动较少，又具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属性及易变现性，为此类企业参与物流金融提供了

有利的条件。

3、常见物流金融模式与评价

物流金融的主要参与方包括金融机构、物流企业、融资企业。物流金融的主要功能是物流结算、物流融资与物流保险。其

运作模式可以细分为代收货款、垫付货款、仓单质押、保兑仓、动产质押逐笔控制、动产质押总量控制、物流保理业务 7 种。

结合中小汽车零部件生产的实际，可以采用的物流金融模式可以分为订单融资、存货抵押融资以及应收账款融资等。

代收货款与金融机构垫付款业务是物流金融结算的基本模式。中小汽车零部件企业可以根据需要委托物流企业，向货物接

受人（消费者）收取货款的业务。也就是借助于物流企业实现货到付款，缩短应收货款的回收期以及提升资金安全保障。中小

汽车零部件企业可以选择银行为信任主体，在物流过程中，把货权先转交给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银行先垫付货款，然后在收

到提货人的付款后，通知物流企业发货。这两种模式都有效地提升了资金流转，但是对中小汽车零部件企业与物流企业、金融

机构的合作关系，以及该模式运用的广泛性均有要求，因此，技术含量高、竞争力强产品，或者与物流企业银行机构具有较为

稳定的合作关系，可以采用此类模式。

保兑仓模式，此种模式参与方包括银行、物流企业、采购商以及货物提供商，首先四方需要联合签订保兑仓协议。在此模

式中，承兑担保由物流企业提供，生产商以承诺回购货物的形式对物流企业的担保进行发担保，汽车零部件采购方在交纳一定

的保证金后，即可向货物供货商进行采购，银行根据协议开具承兑汇票，零部件生产企业将货物交由物流企业评估入库作为质

押物，然后，银行以物流企业的仓单为依据，为货物提供商汇票兑现划拨，并把零部件生产企业的还款信息，共享给物流企业，

作为物流企业是否将质押物释放的依据。保兑仓模式使采购商与生产商的资金压力得到了有效的缓解，特别是中小汽车零部件

生产企业，因为采供资金占用较大，生产周期与回款周期较长，采用此类模式，可以在融资过程中发挥保证金的杠杆作用，缓

解了企业的融资压力。

融通仓模式。就是发挥物流企业的作用，将银行与融资企业之间的资金供需实现了融通。以中小零部件生产企业为例，该

企业可以将采购到的原材料或半成品放入到物流企业指定的仓库里，货物保管、担保以及价值评估的服务由物流企业完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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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物流企业的评估作为银行是否发放贷款给生产商的凭据，零部件生产企业在后续经营中采用逐步分阶段还款方式。采用这

种模式，中小零部件企业可以将原材料、半成品进行动产质押，获得贷款，减轻了生产过程中的资金占用。

物流授信金融模式，也称物流银行，金融机构将信用额度直接授予物流企业，而授予物流企业信用额度的前提是需要对物

流企业多方面的评估，常见的内容包括物流企业的资产规模、经营状况、企业信用、担保措施等，重点考虑物流企业的管理水

平及风险抵抗能力。中小汽车零部件企业可以将存放在其仓库里的货物为质押品或反担保品，直接向物流企业在授信额度范围

内享受融资或结算服务。物流银行模式中，由于银行直接参与，贷款、融资、结算等环节均由物流企业监控实施，相比银行，

物流企业更熟悉融资企业的经营活动，所以除了此种模式有着形式灵活、手续简化等好处之外，中小零部件生产企业得到融资

的机会大大增加。

4、相关建议与对策

物流金融的发展为包含中小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在内的众多融资企业缓解融资压力。作为一个新事物，物流金融的健康快

速发展也需要来自各方面的条件，除了来自于政府政策法规以外，对物流金融参与的主体：银行、物流企业、融资企业都有不

同的要求。

银行和金融机构应在政策条件范围内，在加强信息化平台建设的基础上，甄选出有实力有影响的物流企业，结合不同的物

流业务流程和类型，开发出更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开展物流金融的物流企业，必须以物流信息化及物流复合人才储备为基础，

熟悉对市场、政策、产品变化，加强对风险的把控能力。中小型汽车零部件企业，应该在优化生产流程、加大产品研发投人和

诚信建设、规范财务管理的基础上，积极与物流企业和金融机构保持紧密联系，了解和熟悉物流金融产品，并把相应的物流金

融产品需求反馈到物流企业及金融机构，为物流金融产品的创新提供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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