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宗商品供应链金融服务风险管理规范》解读 

 

一、 项目背景 

在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供应链金融被视为金融服务实体

经济的有效手段之一。中国供应链金融拥有庞大的市场规模，截至

2020 年末，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 16.41 万亿元，比上年

末增长 15.1%；产成品存货 4.60 万亿元，增长 7.5%。随着物联网、

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供应链管理和供

应链金融向数字化和平台化的方向深度发展，同时，越来越多的机构

参与到供应链金融之中。公开数据显示，未来五年中国供应链金融市

场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将超过 20%。 

大宗商品属于社会经济活动的初级产品，具有价值公允、流通性

强、供需总量大、交易频次高、资金需求规模大和天然的金融属性等

特点。另一方面，供应链金融在大宗商品的应用场景十分丰富，涵盖

了预付、存货、应收等各个环节。因此，大宗商品供应链金融受到众

多金融机构和企业的青睐。但随着大宗商品供应链金融规模的增长，

从事大宗商品供应链金融服务的企业面临的风险不断加大，而大宗商

品供应链金融服务面临风险种类多，需管理的风险要素复杂，一旦发

生风险事件，影响范围广，造成的损失大，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也大。 

供应链金融的发展，核心在风险管理。尽管国家相继有相关政策、

指导意见出台，但目前专门针对供应链金融服务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

控制的规范（标准）尚属空白，尤其大宗商品与其他行业存在较大的

差异性，现有规范文件都难以满足大宗商品供应链金融服务的风险管

理，因此，为帮助提供大宗商品供应链金融服务机构更好地管理风险，

特制定本文件。 

二、 编制意义 

本文件规定了大宗商品供应链金融服务风险管理原则、风险管理

框架、风险评估、应对方式、监控与预警、审查、沟通与报告等内容，

适用于提供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机构的各个阶段。本文件重点提出了

企业风险管理工作和企业战略与绩效是一个有机的、密不可分的、自



上而下的整体理念。 

通过本文件的制定，厘清了大宗商品风险管理体系的内容，以及

大宗商品供应链金融服务存在的主要风险，有利于推动大宗商品供应

链金融服务风险管理向规范化、标准化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制定本

文件，填补了大宗商品供应链金融服务风险管理规范的空白，为企业

的风险管理架构、制度、流程等建设提供指引，为其他行业的供应链

金融服务风险管理标准制定提供参考。最终促进大宗商品供应链金融

的快速发展，助力深圳打造全国供应链金融先行示范区，持续发挥供

应链金融的模范带头作用。 

三、 主要内容 

本文件主要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风险管理

原则等十个章节，核心内容如下： 

（一）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大宗商品供应链金融服务风险管理原则、风险管理

框架、风险评估、风险应对、监控与预警、审查、沟通与报告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大宗商品供应链金融服务机构的风险管理，为机构

的各项风险管理活动提供指引。 

（二）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三） 术语和定义 

列出了“大宗商品”、“供应链金融”、“供应链金融服务”、“弹性”

等术语和定义。 

（四） 风险管理原则 

明确了以创造和保护机构的服务价值为核心的风险管理总原则

和由 “整合性”、“独立性”、“匹配性”、“包容性”等组成的风险管

理基本原则。 

（五） 风险管理框架 

明确了提供大宗商品供应链金融服务机构的内外部环境、管理文

化、治理架构、管理人员、管理制度、管理流程、信息系统等框架内

容。 

（六） 风险评估 



明确了风险评估由风险识别、风险分析和风险评价三部分构成，

通过对风险的评估，为风险应对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决策提供支持。 

（七） 风险应对 

明确了风险评估后的不同风险等级下的风险应对方案，包括风险

规避、风险分担、风险自留、风险降低、风险对冲和弹性管理。 

（八） 监控与预警 

明确了大宗商品供应链金融服务机构应对供应链金融服务过程

中的风险活动进行持续监督，对可能发生的风险进行预警，并确定相

应的应对措施，以降低风险发生概率。 

（九） 审查 

明确了为保证风险管理设计和执行有效性，应对照风险管理目标、

政策与流程，对工作执行与计划的偏差进行审查。 

（十） 沟通与报告 

大宗商品供应链金融服务机构应保持有效沟通，并将风险管理活

动产生的记录进行报告，传达风险管理活动和效果，分析、调整和改

进风险管理活动，提供决策信息，并增强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沟通与

了解。 

四、 附则 

本文件由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其起草单位有

深圳市供应链金融协会、深圳市先行供应链金融研究院、广盈控股集

团（深圳）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