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 6月 第 21卷第 3期 
Journal of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Jun. 2020, 21(3):001–006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0.03.001 

农资供应链融资：运作模式、动力机制及现实难题 

——以江西省南丰县蜜橘种植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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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聚焦江西省南丰县蜜橘产业农资供应链融资案例，在解构运作模式的基础上，分析各方经济主体的参

与动因。研究表明：分工合作、风险控制和多方共赢是农资供应链融资的突出优势，农资经销商、农户、金融

机构、平台服务商等主体各自有着参与农资供应链融资活动的经济激励。但农资供应链融资探索仍存在贷款产

品设计与农户生产需要存有一定偏差、农资经销商的利益被触动而存在观望甚至抵触情绪、线下核查种植户的

信息难度较大导致业务推广缓慢、信贷资金流尚未构筑起封闭循环圈不利于风险管控等亟待解决的现实难题。 

关 键 词：农资供应链；融资；动力机制；现实难题 

中图分类号：F326.4；F832.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2013(2020)03–0001–06 
 

Operation mode, dynamic mechanism and realistic problems of agricultural supply  

chain financing: a case study of tangerine planting in Nanfeng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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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operation mode of agricultural supply chain financing of tangerine industry in Nanfeng county, 
Jiangxi province, the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of various economic entities has been analyzed. The study has showed that 
the agricultural supply chain financing excels in labor division and cooperation, risk control and “win-win” effect. 
Agricultural distributors, farmer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agricultural supply internet platform providers have their own 
respective economic incentives to participate in agricultural supply chain financing activitie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realistic problems, such as the deviation between loan product design and farmers’ needs; wait-and-see and even 
resistant attitude of the agricultural distributors for protecting their own profits; slow promotion because of the difficulty 
in checking farmers’ information offline; lack of a closed circle of credit capital flow to control risk.  

Keywords: agricultural supply chain; financing; dynamic mechanism; realistic problem 

 

一、问题的提出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融资难、融

资贵”的现象比较普遍，农户面临严重的信贷约束
[1-4]。其主要原因，一是农业经营面临较高的自然

风险和市场风险，但农户的有效抵押物、担保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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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相对不足[5,6]；二是金融机构和农户各自掌握的

信息不对称，且金融机构为分散的农户办理贷款的

交易成本过高，这制约了农村的金融服务供给[7,8]。

但近年来，学界认为农业供应链融资能够将农户、

农业企业和金融机构结成网链[9]，有效解决农户抵

质押条件缺乏、信息不对称、农业信贷风险高等瓶

颈问题[10]，是解决农业中小企业和农户融资难题的

有效形式[11-13]，也是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和提升农产

品质量的重要手段[14]。正因如此，农业供应链融资

在国际上被视为绿色金融。 
为了解决农户融资难题，促进农业现代化转



 
 

2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http://skxb.hunau.edu.cn/          2020 年 6 月 

 

型，政府出台了鼓励发展农业供应链融资的系列

政策文件。党的十九大报告和 2018 年中央一号文
件明确提出，支持金融机构开展适合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订单融资和应收账款融资业务。2019 年
1 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金
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指出，“鼓励发展

农业供应链金融，将小农户纳入现代农业生产体

系，强化利益联结机制，依托核心企业提高小农

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可得性。”国内已有

不少关于农业供应链融资的探索，例如黑龙江省

龙江银行的“五里明模式”和四川资阳市的“六

方合作+保险模式”[15]。随着农业产业的发展，农

业供应链融资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是将金融服务

聚焦于供应链某一节点或链段的客群，例如农资

供应链融资。所谓农资供应链融资，是指农资供

应链上各参与者之间所发生的农资赊账、预付定

金、贷款担保等资金融通活动。农资供应链融资

内含于农业供应链融资，二者的差别在于供应链

长短及供应链上参与者类型的不同，相比而言，

农资供应链融资的链条更短、参与者类型更少。

但在本质上，农资供应链融资是一种链条相对较

短的农业供应链融资，具备农业供应链融资的基

本特征。 
在我国，农资赊账现象自古就有，但农资赊

账是利弊参半，农资经销商面对赊账是叫苦连天

却又无可奈何，如何才能趋利避害？将金融机构

纳入其内的农资供应链融资无疑是缓解农资赊账

“痛点”的可行方式之一。本文拟以江西省抚州

市南丰县蜜橘产业的农资供应链融资实践为例，

阐述其运作模式和突出优势，分析各方经济主体

参与的动力机制，总结农资供应链融资面临的现

实难题并提出相应建议，以期为特色农业产业发

展和农业供应链融资发展提供借鉴。 

二、南丰县蜜橘产业农资供应链融资创

新与运作模式 

江西省南丰县因蜜橘而闻名，种植蜜橘已有

1700 多年历史。蜜橘产业是南丰县的重要经济支
柱之一，该县现有蜜橘种植面积约 70 万亩，年均
产量约 130万吨，产业综合产值超过 120亿元，产
品除内销外，还出口到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全县
大部分农户都种植蜜橘，农民家庭收入的很大一

部分都直接或间接来自蜜橘产业。经过多年发

展，南丰县的蜜橘产业逐渐形成了覆盖种植农

户、农资经销商、加工企业、流通商和消费者的

供应链。调研发现，南丰县农户的农资赊账行为

非常普遍，有些农户甚至视其为一种农业生产经

营习惯。蜜橘种植户从农资经销商处赊购农资，

等到蜜橘销售出去后再偿还农资款，一般农资的

赊账价比现金结算价要高出 5%左右。据农资经销
商反映，60%以上的蜜橘种植户都发生过赊账行
为。长期以来，农资供应链上只有农资经销商和

蜜橘种植户这两类参与者，蜜橘种植户或因缺少

现金而赊账，或因不能完全掌握农资的质量信息

而采取赊账方式去制衡农资经销商；农资经销商

因不愿失去农资客户而接受赊账，即赊账是双方

博弈的一种均衡结果。正因如此，南丰县蜜橘种

植户的农资赊账现象至今仍非常普遍。在赊账过

程中，农资经销商的资金回笼周期延长、催账成

本增加、呆账坏账风险提高，甚至有农资经销商

反映，他一年的农资赊账达 40 多万元，因不少农
户在还款时会要求“抹零”，一户抹掉几百元，

全年下来“抹零”就少了 2 万余元。蜜橘种植户
则为赊账而多付 5%的农资款。换言之，农资经销
商和蜜橘种植户都因赊账而付出“代价”。 
蜜橘产业是重要特色产业，南丰县在大力推

进蜜橘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遇到了蜜

橘生产经营中的三个普遍问题：一是种植户缺少

资金，“贷款难、贷款贵”问题依然存在；二是

农资经销商陷入“赊销”困境，不赊销会失去市

场份额，赊销却容易造成资金回流慢甚至产生呆

账坏账；三是农资质量监管和绿色使用问题，即

当地政府的农资管理渠道尚未健全，农资的质量

保障及使用和蜜橘的绿色种植要求不能有效匹

配。这三个普遍问题制约着南丰县蜜橘产业高质

量发展、蜜橘种植户持续增收和蜜橘主产区乡村

振兴，亟待南丰县政府和金融机构合力探寻破解

之道。 
其实，赊账是供应链融资的主要形式，供应

链融资产品也以存在大量赊账为前提[16]。农资赊

账在本质上是贸易信贷，也可视为供应链融资中

的内部融资[17,18]。2013 年九江银行和县中小企业
信用担保中心联合推出了“农户小额联保贷款”

金融产品，推广农户加第三方公司担保的业务模

式，农户获得银行信贷后用于购买农资。当引入

金融机构后，供应链融资从内部融资转向为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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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更加充足的资金可确保整条供应链更加顺

畅。2013—2015年，九江银行共为 2447户农户发
放贷款，贷款金额共计 2.29 亿元。然而，种植规
模小、信用度高的农户往往不需要担保公司提供

担保服务，而担保服务又会增加规模农户的融资

成本，因而有担保的银行信贷并不能很好地替代

农资赊账贸易。随着手机端、电脑端上网愈加便

利，农户更喜欢操作便捷、融资成本低的金融产

品。2017 年 2 月，百悦公司斥巨资打造了百悦农
资供应链服务平台（简称“百悦平台”），积极

将金融机构、农资经销商和农户联结起来。2018
年初，九江银行借助百悦平台推出了“智慧富农

贷”业务，该业务为农户提供了长达 8 个月的授
信贷款免息期。农户通过手机 APP 就能实现即时
贷款购买农资，农资经销商则在交易确认后的 24
小时内得到九江银行垫付的农资款。这一农资供

应链融资模式既解决了农户的“融资难、融资

贵”问题又缓解了农资经销商的农资赊销痛点。

截至 2019年 6月底，江西省有近 500家农资经销
商接入了百悦平台，九江银行为上万户农户完成

授信，授信总金额超过 2亿元，60%以上的授信农
户开始使用百悦平台购买农资。 
智慧富农贷业务以百悦平台为依托，将九江

银行、百悦公司、农资经销商和农户等农资供应

链中的经济主体有机联结起来，结合各自优势进

行专业化分工和合作，实现了多方共赢。该农资

供应链融资的运行过程如图 1 所示：1）九江银行
制定农资经销商和贷款授信农户的准入标准并通

知百悦公司。2）农资经销商组织农户填写贷款申
请信息表，并将自身信息和搜集到的农户信息提

交给百悦公司。3）百悦公司联合九江银行组建线
下调查团队，实地走访核实农资经销商和农户的

信息，将符合准入标准的农资经销商和农户纳入

百悦平台系统，同时百悦公司为农户办理只可以

在百悦平台上购买农资的福农会员卡，九江银行

为农户办理个人账户。4）百悦公司将符合准入标
准的农资经销商和农户的信息反馈给九江银行，

由九江银行生成农资经销商和农户白名单，该白

名单每年更新一次。5）九江银行查询贷款申请农
户的个人征信状况，确定贷款授信对象，并根据

农户的蜜橘种植面积核定授信额度。授信额度按

照每棵橘树 30 元核算，每年最高不超过 1200 元/
亩，原则上单户最高授信额度不超过 3 万元。6）

农户在农资经销商处购买农资时，直接刷福农会

员卡，或者录入指纹、人脸识别等形成交易确

认，只要农资价款在授信额度内，九江银行会在

农户交易确认后 24 小时内自动把农资款转账到经
销商账户，即农户不需要支付现金就可取走农资

或享受农资经销商送货上门服务；同时，农资经

销商对该农户的这笔贷款承担 60%的担保责任，
而且九江银行在转账农资款时，预先扣下农资款

的 6%作为农资经销商的担保金。7）农户向九江
银行偿还贷款，其每笔农资贷款都有 8 个月的免
息期。8）农户全额偿还贷款后，九江银行向农资
经销商返还担保金。 

 
图 1 南丰县蜜橘产业农资供应链融资示意图  

三、农资供应链融资的突出优势和经济

主体参与的动力机制 

从南丰县蜜橘产业的农资供应链融资创新实

践看，分工合作、风险控制和多方共赢是农资供

应链融资的突出优势。一是农资供应链融资发挥

了各参与主体的专业分工优势。农资经销商销售

农资并在与农户的重复交易中甄别出高质量的交

易对象，金融机构提供资金融通，其他主体搜寻

高质量的农资经销商和信贷农户，农户专事农业

生产，各类参与主体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参与分

工，形成分工经济，从整体上减少了搜寻信息和

客户风险识别成本。二是农资供应链融资能有效

控制融资风险。申请信贷的农户由农资经销商推

荐，农资经销商对农户的农资贷款承担主要担保

责任，农户获得贷款却无法触碰到钱可杜绝贷款

挪作他用的风险，通过第三方平台监督农资经销

商和农户间的交易则大大挤压了两者合谋作假的

寻租空间。三是农资供应链融资符合供应链各参

与主体的经济理性选择。不管是农资经销商、农

户还是金融机构和其他主体，他们都能在农资供

⑥银行代转

⑥农资购

九江银行 

农资经销商

百悦公司 

蜜橘种植户

⑥担保
⑧返还

担保金

②提交经销商

和农户信息

③核查、准

入交易平台 
③实地核查、

办理福农卡

⑤贷款授信⑦还款
④反馈

经销商

和农户

信息 

①制定

经销商

和农户

准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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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链融资过程中或节省成本或增加盈利，即每一

类参与主体都获得了帕累托改进效应，进而保证

了农资供应链融资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南丰县蜜橘产业农资供应链融资的直接参与

主体主要包括农资经销商、蜜橘种植户、九江银

行和百悦公司，本文将进一步具体分析蜜橘产业

农资供应链融资四类直接参与主体的动力机制。 
对于农资经销商而言，参与农资供应链融资

不仅可以有效缓解农资赊账的痛点，还能提高其

农资经销的能力。通过农资供应链服务平台向种

植户销售农资，当种植户在农资店现场确认或在

家远程确认交易活动后，农资经销商在随后的 24
小时内收到银行垫付的农资款，由此便能大大降

低农资赊销比例，快速回笼经营资金，更能避免

因赊销催账带来的各类成本支出。经营资金快速

回笼让农资经销商一直有着充足的流动资金，从

而强化其错季囤货的灵活性和可行性，例如在农

资销售低迷的冬季，农资经销商大举囤货以期在

来年春耕时农资价格上涨顺价销售。也正因有着

充足的流动资金，一旦农资厂商释放促销信号，

农资经销商也能快速抢先囤货，降低农资进货成

本。借助农资供应链服务平台，农资经销商还能

扩大顾客群体范围，向平时不敢赊销的种植大户

销售农资，既增加了农资销售量又降低了赖账风

险。此外，农资供应链服务平台还有自动生成电

子账本服务功能，推动了农资经销商从手工记账

向网络电子记账转型，让农资经销商可以随时了

解准确的农资销售和库存信息。 
对于蜜橘种植户而言，参与农资供应链融资

不仅使其面临的资金短缺约束得到缓解，买到质

量有保障的农资，甚至还能获得农资经销商提供

的增值服务。种植户的每一笔农资贷款都有 8 个
月的免息期，这有效解决了他们的“融资难、融

资贵”问题。由于农资供应链服务平台清晰地记

录了农资经销商和种植户之间的农资交易行为，

且交易记录在网络上留存，这为将来解决农资经

销商和种植户的农资纠纷留下了可靠证据，倒逼

农资经销商不敢销售假冒伪劣农资。另外，农资

经销商为了鼓励种植户通过农资供应链服务平台

购买农资，往往会提供免费送货上门、及时推送

农资信息、到田间地头指导农资使用等增值服

务。实际上，这类增值服务间接降低了种植户的

生产经营成本。 
对九江银行而言，参与农资供应链融资可以

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吸纳农户成为有效的信贷对

象而抢占农资信贷市场，保障银行信贷资金的价

值增值。一是银行的信贷风险可以大大降低。在

农资供应链融资过程中，具备准入资格的农资经

销商对其推荐的农户掌握着比较充足的信息，可

以起到平缓银行和农户间信息不对称的作用；同

时农资经销商还被要求对农户的农资贷款余额承

担 60%的担保责任，这又为银行提供了一层风险
保障。二是银行率先为当地农户提供农资贷款服

务，可以积累潜在客户大数据，抢先占据市场优

势，逐步树立“绿色金融”口碑，形成口碑效

应，进而为九江银行向农户提供其他金融、理

财、保险服务奠定基础。三是银行的信贷资金可

以产生增值收益。在整个农资供应链融资过程

中，虽然农户可以享受 8 个月的免息贷款待遇，
但农资经销商需要承担一部分金融服务费用，即

银行采取“以费代息”的方式从农资经销商处获

得了资金使用收益。 

对百悦公司而言，打造农资供应链服务平

台，可以延伸服务链条并获得至为关键的客户数

据。借助农资供应链服务平台，百悦公司可以获

得农户和农资经销商的生产经营活动甚至生活经

济活动的大数据。当客户信息积累到一定程度

后，通过数据分析，百悦公司可以掌握农户的农

资消费、农业经营甚至家庭收支等信息，可以了

解农资经销商的农资仓储、资金流转等信息，进

而挖掘出农户和农资经销商的信贷、理财、保

险、农产品营销等其他潜在服务需求。以此为突

破口，百悦公司不断引入农业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共享上下游企业及其客户（农户）的历史交

易信息，从而既扩大了客群又有效解决了客户信

息不透明、获取成本高的问题，实现百悦平台从

农资供应链服务向整条农业供应链服务的跨越发

展。2018 年 9 月，百悦公司开始提供农资供应链

服务，至今仍是不收取农户任何费用，只对农资

经销商收取 2%的服务费用，尚处于收不抵支阶

段，公司预计经过 3年发展可实现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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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资供应链融资面临的现实难题 

南丰县蜜橘产业的农资供应链融资在缓解农

户融资难和融资贵、降低农资经销商的赊销比例

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该运作模式仍处于探

索阶段，正面临着一些亟待破解的现实难题。 
1．贷款产品设计与农户蜜橘生产需要存在一

定偏差 
一是过短的免息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免息

贷款的正效用。一般来说，种植户在 2 月中下旬
开始为蜜橘施攻梢肥，3~8 月期间持续追肥和喷洒
病虫防治药物，到 11 月上中旬进入蜜橘成熟采收
期。如果采收期遇到蜜橘市场价格低迷，有条件

的种植户还可能选择贮藏一段时间后再错峰出

售。按 8个月贷款免息期计算，种植户若在 2月初
贷款，则需要在 10 月初还款，但到了还款截止日
期，果园中的蜜橘还没有成熟，按期还款的压力

可能迫使种植户选择支付较高“过桥费”的方式

以民间借贷去偿还银行信贷。二是偏低的授信额

度容易将规模种植户排斥在外。按目前的授信额

度标准，年内每亩蜜橘最高不超过 1200元/亩，种
植户单户不超过 3 万元，即种植户的橘园面积预
设为平均不超过 25 亩。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
资料汇编 2019》，2018 年江西省橘成本中的物质
与服务费用是 1774.47 元 /亩，远超授信额度标
准。另外，对橘园面积较大的种植户而言，即使

用满 3万元信贷额度也还存在较大资金缺口。 
2．农资经销商的利益被触动而存在观望甚至

抵触情绪 
当前，南丰县农资经销商销售农资主要有三

种方式，即通过百悦平台交易、现金交易、赊销

交易。对农资经销商而言，农资通过百悦平台交

易和现金交易是同价的，而赊销交易则溢价约

5%。在额外成本和风险上，通过现金交易是最低
的且几乎为零；通过百悦平台交易则需要支付农

资款的 6.77%作为服务费，银行还会预先从农资款
中收取 6%作为担保金，而且一旦种植户违约，农
资经销商还需要承担 60%的担保责任；通过赊销
交易，农资经销商要承担的是催账成本和种植户

赖账、坏账风险。毫无疑问，农资经销商的最优

选择是现金交易，然后才是百悦平台交易和赊销

交易。目前，部分农资经销商认为通过百悦平台

交易时承担了较高费用而不愿积极参与农资供应

链融资，还有部分经销商偏好赊销带来的溢价利

润而抵触农资供应链融资。 
3．线下核查种植户的信息难度很大导致业务

推广缓慢 
线下核查种植户信息是控制农资供应链融资

风险的重要措施，但线下核查工作却是困难重

重。一是百悦公司和九江银行联合组建线下调查

团队，实地走访核实种植户的信息，人力成本非

常高，拓展客户的渠道还不是很顺畅。二是种植

户的信贷观念尚未根本扭转过来，有的种植户是

“宁愿向亲友借贷、赊账也不愿意欠银行的

钱”。三是部分村干部不愿配合调查团队开展针

对有贷款意愿的种植户的信息核查工作，认为这

不属于村干部的本职工作，不想多增“麻烦”。

如何低成本核实种植户信息和快速拓展种植户客

群是摆在百悦公司和九江银行面前的难题。 
4．信贷资金流尚未构筑起封闭循环圈不利于

风险管控 
风险管控是农资供应链融资稳健发展的生命

线。南丰县蜜橘产业农资供应链融资的运作模式

显示，蜜橘种植户在取得信贷额度后不能提现，

只能向百悦平台上的农资经销商购买各类农资，

信贷资金从九江银行直接流向农资经销商，这直

接杜绝了种植户将信贷资金挪作他用的可能性。

农资经销商要为种植户提供贷款担保，这也挤压

了农资经销商和种植户合谋骗取银行无息贷款的

寻租空间。然而，农资供应链融资的信贷资金并

未形成完全封闭的资金流。虽然有些种植户在生

产季节初期不贷款（直到 4 月份发生第一笔贷

款），到该偿还贷款时，蜜橘已经出售，但种植

户不及时、不足额甚至赖账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这是因为九江银行、农资经销商和百悦公司都未

能有效管控种植户在蜜橘销售环节的资金流。信

贷偿还的主动性掌握在种植户手中，履约在很大

程度上依赖于种植户的个人信用，即银行信贷资

金还款来源的自偿性受到挑战。 

五、结论与建议 

聚焦江西省南丰县蜜橘产业的农资供应链融资

案例，在解构运作模式的基础上，分析各方经济主

体的参与动因。研究表明：分工合作、风险控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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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共赢是农资供应链融资的突出优势，农资经销

商、农户、金融机构、平台服务商等经济主体各自

有着参与农资供应链融资活动的经济激励，包括缓

解赊账痛点和提升经销能力，解决融资难题和获得

契约保障、增值服务，降低信贷风险、拓展新客群

和获取业务收益，延伸服务链条和积累供应链上下

游客户大数据。 
当前，南丰县蜜橘产业的农资供应链融资正处

于探索阶段，农资供应链融资探索仍存在贷款产品

设计与农户蜜橘生产需要存有一定偏差、农资经销

商的利益被触动而存在观望甚至抵触情绪、线下核

查种植户的信息难度较大导致业务推广缓慢、信贷

资金流尚未构筑起封闭循环圈不利于风险管控等现

实难题，亟待进行相应的完善。一是应完善农资供

应链融资产品设计和服务供给，根据蜜橘的生产

特征、种植户的农资使用习惯、农户的种植规模

等，为目标客户群体设计和提供更加接地气的差

异化金融服务。二是金融机构的目标客户群体应

适当向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等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倾斜，科学设计授信额度标准，将

小规模种植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平等地纳入服

务对象范围，不以简单的授信额度上限去排斥某

些服务对象。三是政府要综合运用项目优先安

排、税收减免、贴息等政策工具，支持农资供应

链融资发展，鼓励农资供应链服务平台、农资经

销商和种植户探索采取多种形式构建紧密型利益

联结机制。在农资供应链融资发展的初期阶段，

重点支持和奖励利益受损或承担较多社会责任的

企业，例如地方政府使用涉农资金为案例中的农

资经销商提供适当补贴以弥补其承担的融资费

用。四是政府要加快农村征信体系建设，健全农

户信用评级机制，降低金融机构甄别农户信息的

成本。五是金融机构要创新农户信贷担保方式，

探索农资经销商担保和农户联保相结合的方式，

同时适当扩大农户的抵质押物范围，如加快探索

以农机具、土地经营权、果树收益权等抵押担保

方式。六是支持农资供应链核心企业强化对农户

信息流、物流、现金流的实时监控，鼓励其适时

将农资供应链延伸至农产品加工、流通环节，构

筑供应链融资闭环，降低供应链融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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