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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近年来，供应链金融能否促进金融“脱虚向实”服务实体经济逐渐引起学
界关注，但仍缺少充足的经验证据。本文从资本结构调整视角分析了供应链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的有效性，并以２０１１—２０１８年的 Ａ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供应链金融对企业
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和调整方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供应链金融能够加快企

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在区分调整方向（向上调整和向下调整）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

企业更愿意用增加有息债务的方式向上调整资本结构，用偿还债务和发行股票的方式向

下调整资本结构。机制检验发现，供应链金融对资本结构调整的促进作用在高融资约束

组和高融资成本组显著，而在低组不显著，并且供应链金融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融资成

本、提高企业价值。内外部环境差异的异质性检验发现，供应链金融对规模较小、位于金

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和没有银企关系的企业资本结构调整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不同产

权企业无显著差异。本研究丰富了供应链金融经济后果的研究文献，也对优化企业资本

结构和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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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供应链金融（ＳｕｐｐｌｙＣｈａｉ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ＳＣＦ）是以核心企业信用为依托、以真实交易为基础的封闭
式、自偿性贸易融资模式，旨在优化企业间资金流动，促进供应链资金流、产品流和信息流的集成与

协调，形成核心企业、上下游企业和金融机构间互利共存和良性互动的产业生态，进而提升产业链

整体竞争力（Ｃａｍｅｒｉｎｅｌｌｉ，２００９［１］；Ｗｕｔｔｋｅ等，２０１３ａ［２］）。近年来，随着金融“脱虚向实”服务实体经
济的金融供给侧改革深入推进，供应链金融这一新型融资模式得以广泛运用，而区块链、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持续赋能，也使得供应链金融成为一种更加高效、普惠的金融支持手段（龚强

等，２０２１）［３］。
供应链金融如何服务实体经济逐渐引起理论界的关注。已有文献从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纾解

（宋华和卢强，２０１７［４］；宋华等，２０１８［５］）、金融服务模式创新（宋华和杨雨东，２０１９）［６］、现代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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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体系建设（Ｇｏｍｍ，２０１０［７］；Ｗｕｔｔｋｅ等，２０１３ｂ［８］；Ａｌｉ等，２０１９［９］）和价值创造（Ｐａｎ等，２０２０［１０］；凌

润泽等，２０２１［１１］）等方面对供应链金融的作用进行了研究。与此同时，政府也颁布了一系列政策
支持供应链金融的发展。特别是 ２０２０年 ９月 ２３日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多部门下发了《关于规范
发展供应链金融支持供应链产业链稳定循环和优化升级的意见》更是反映了供应链金融在推动

“新发展格局”方面的顶层设计。但是，“诺亚财富踩雷承兴国际”“闽兴医药应收账款融资造假”

等一系列爆雷事件的发生，也反映出供应链金融存在风险失控的可能性，市场中更出现了部分实

体企业以供应链金融为跳板向金融化转型的典型现象（Ｐａｌｌｅｙ，２００７）［１２］。这些现象也对供应链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出了新的挑战。鉴于此，有必要对供应链金融如何服务实体经济进行更深

入的研究。

２０１８年７月３１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和服务实体经济更好结合起来，坚定做好去杠杆工作”。从微观层面来看，与杠杆率相对应的是企

业资本结构，无论去杠杆、降杠杆还是稳杠杆，其实质都是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过程（王朝阳等，

２０１８）［１３］。而大量研究表明，公司存在目标资本结构，将资本结构调至目标水平，可以改善企业经

营状况和提高企业价值（Ｌｆ，２００４［１４］；姜付秀等，２００８［１５］）。但在实际经营活动中，公司的目标资
本结构会随着公司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实际资本结构与目标资本结构会呈现出“偏离—趋

近—再偏离—再趋近”的动态循环特征（Ｆｌａｎｎｅｒｙ和 Ｒａｎｇａｎ，２００６）［１６］。为此，动态权衡理论认为，
可通过衡量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来反映企业资本运作的效果，而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受到调整成本的

影响（Ｆａｕｌｋｅｎｄｅｒ等，２０１２）［１７］。尽管中国金融供给侧改革不断深化，但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依

然存在，资本结构调整成本仍然较高（巫岑等，２０１９［１８］；戴雨晴和李心合，２０２１［１９］）。那么一个很自

然的问题是：供应链金融作为能够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创新型融资模式（宋华等，２０１８［５］；鲍

长生，２０２０［２０］；凌润泽等，２０２１［１１］），能降低资本结构调整成本从而加快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吗？调
整速度反映的是资本结构调整的效果，调整速度的提高还依赖于具体的调整方式（林慧婷等，

２０１６）［２１］。那么，供应链金融对企业资本结构调整的影响通过何种路径实现呢？更进一步地，企业
内外部环境的异质性对供应链金融与资本结构调整的关系是否具有差异影响？现有文献尚未对以

上问题进行研究。探讨这些问题能够为检验供应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有效性提供直接证据，对推

进金融供给侧改革乃至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以 ２０１１—２０１８年 Ａ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供应链金融对企
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和调整方式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理。本文的主要贡献是：第一，丰富了

供应链金融经济后果的研究文献。虽然现有文献从金融视角（Ｃａｍｅｒｉｎｅｌｌｉ，２００９［１］；Ｌａｍｏｕｒｅｕｘ和

Ｅｖａｎｓ，２０１１［２２］；Ｗｕｔｔｋｅ等，２０１３ａ［２］）和供应链视角（Ｗｕｔｔｋｅ等，２０１３ｂ［８］；宋华和卢强，２０１７［４］；宋

华等，２０１８［５］）对供应链金融进行了丰富的研究，但是作为公司财务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鲜有

文献关注供应链金融对企业财务行为的影响，实证研究文献也较少（Ｚｈａｎｇ等，２０１９）［２３］。本文
则从资本结构调整视角提供了供应链金融影响企业财务决策的经验证据。第二，为可持续供应

链管理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基于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和反全球化冲击加剧企业供应链断链风

险的现实情境，如何将突发因素冲击纳入到可持续供应链管理的研究范畴，成为一个重要研究

课题。而供应链金融能够提升企业应对不确定性冲击的能力，从而为动荡环境下的可持续供应

链管理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第三，从企业杠杆优化角度为供应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有效性提

供了直接证据，对于拓展供应链金融业务和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具有启示意义，也对如何利用

供应链金融等新型融资模式优化企业资本结构进而实现降杠杆、稳杠杆等宏观经济目标提供了

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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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１．供应链金融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

企业向目标资本结构调整的速度取决于调整成本（Ｌｅａｒｙ和 Ｒｏｂｅｒｔｓ，２００５［２４］；林慧婷等，
２０１６［２１］）。调整成本又包括权益融资调整成本和债务融资调整成本（黄继承等，２０１４）［２５］。相关文
献也发现，降低债务和权益融资成本能够显著提升资本结构调整速度（黄继承等，２０１４［２５］；林慧婷
等，２０１６［２１］）。本文认为供应链金融能够降低企业的债务和权益融资成本，从而提高资本结构调整
速度。

一方面，供应链金融有利于企业提升银企关系，从而降低债务融资成本。随着资本市场开放和

金融供给侧改革的不断推进，银行业的市场化竞争不断加剧，银行面临着较大的盈利压力和转型诉

求。而核心企业开展的供应链金融能帮助银行在合理管控成本与风险的基础上实现金融业务的全

供应链渗透，成为新发展阶段银行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和提升竞争优势的重要转型方向。供应链金

融能促进银行与核心企业的全面合作和信息共享，依托核心企业的信息优势能降低银行与供应链

融资企业的信息不对称和降低贷款企业违约风险（凌润泽等，２０２１）［１１］。以此为基础，银行可以向
核心企业所在供应链提供支付、结算、融资等一揽子金融服务以拓宽盈利范围，而核心企业构建的

以区块链、大数据等信息技术赋能的数字供应链金融平台还能有效降低银行交易成本（龚强等，

２０２１）［３］。进一步基于宏观层面来看，银行与核心企业合作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也能扩大对实体
经济支持力度，提升银行声誉和缓释监管压力。因此，核心企业开展供应链金融有利于构建与银行

的互惠共生关系，显著提升银企关系。而良好的银企关系能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从而激励企

业积极调整资本结构。此外，核心企业开展供应链金融的过程也是与银行的频繁信息交互过程，有

利于银行充分了解企业自身的经营状况以及未来发展趋势，进一步降低银行与核心企业的信息不

对称，降低银行的贷款风险，从而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促进资本结构调整（Ｂａｒｒｙ和 Ｂｒｏｗｎ，
１９８４［２６］；林慧婷等，２０１６［２１］）。

另一方面，供应链金融有利于企业提高竞争优势和价值创造能力，赢得资本市场投资者的信任

与支持，从而降低权益融资成本。首先，供应链金融促进了供应链资金流、产品流和信息流的一致

性和集成，提高了供应链可视化程度，从而降低了供应链的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Ｗｕｔｔｋｅ等，
２０１３ｂ［８］；Ｚｈａｏ等，２０１５［２７］）。基于此，开展供应链金融的企业能动态追踪市场和客户的需求变化，
并相机调整生产经营决策，从而提高供应链柔性和市场响应能力。其次，供应链金融能促进供应链

系统中各个角色（核心企业、成员企业、金融机构、物流企业等）之间构建共生共存的池依存（Ｐｏｏｌｅｄ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关系，稳定了供应链关系（Ｇｅｌｓｏｍｉｎｏ等，２０１６）［２８］。而良好的供应链关系能实现供
应链的一体化和协同，促进企业间的产业共生和资源共享（张敬峰和周守华，２０１３）［２９］，从而有利于
企业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运营效率。最后，产品市场更新迭代加速和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现实环

境对企业充分利用供应链资源加大创新提出了新要求。开展供应链金融企业占据的供应链结构洞

位置更具创新优势（宋华和杨雨东，２０１９）［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Ｓｍｉｔｈ和 Ｐｏｗｅｌｌ，
２００４［３０］；凌润泽等，２０２１［１１］），从而持续满足产品市场个性化和多元化需求。综上，在激烈的市场
竞争和投资者注意力资源稀缺情况下，开展供应链金融企业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和价值创造能力，

能够向资本市场传递未来发展前景的积极信号，满足了投资者盈利预期，降低了企业的权益融资成

本，从而激励企业积极调整资本结构。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相对于未开展供应链金融的企业，供应链金融能够加速企业的资本结构调整。
２．供应链金融对资本结构调整方式的影响
资本结构调整可以分为权益和债务的净改变，具体可分为增加负债、负权益融资、偿还债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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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股票四种方式（Ｌｅａｒｙ和 Ｒｏｂｅｒｔｓ，２００５）［２４］。但回购股票在我国并不常见，负权益融资主要指
现金分红（林慧婷等２０１６）［２１］。因此，当资本结构低于目标水平时，企业可通过增加负债和现金分
红的方式上调资本结构，而在高于目标资本结构时，可以通过偿还债务和发行股票下调资本结构。

当资本结构低于目标资本结构时，由于企业开展供应链金融能够提升银企关系和降低信息不对称，

从而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即供应链金融降低了调整资本结构的债务融资成本，使企业更愿意通过增

加负债提高资本结构。虽然企业也可以通过现金分红提高资本结构，但是在现金为王的时代，减少

现金的使用以维持较高的现金持有水平，有助于公司扩大规模和捕获“投资机会”，并从掠夺其他

市场竞争者市场份额中获取收益（Ｆｒｅｓａｒｄ，２０１０）［３１］。此外，通过增加负债提高资本结构不仅可以
实现债务税盾收益最大化，而且资本结构常常被视为产品市场竞争中一项强硬的战略承诺，企业可

以通过增加负债来阻碍或限制竞争对手进入（黄继承和姜付秀，２０１５）［３２］。因此，通过增加负债上
调资本结构的调整收益更高。综上，本文认为，当资本结构低于目标值时，开展供应链金融的企业

更愿意用增加有息负债的方式提高资本结构。

当资本结构高于目标资本结构时，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从权益融资的角度来看，供

应链金融重塑的供应链竞争优势和新型价值创造模式能传递企业未来发展前景的积极信号，从而

赢得资本市场投资者的青睐，降低权益融资成本，使企业更容易通过发行股票降低资本结构；另一

方面，从风险防御的角度来看，企业开展供应链金融不仅承担了信息中介的功能，而且因对上下游

中小企业的融资行为提供了兑付、回购等担保与承诺，增加了企业经营风险。例如，针对供应商应

收账款融资的兑付承诺降低了资金敞口的灵活性，针对经销商保兑仓融资的回购承诺面临着大规模

回购和回购品减值风险。此外，在供应链金融实践中存在着“三套行为”“重复和虚假舱单”“自保自

融”“一女多嫁”“移花接木”等信用风险（宋华，２０１９）［３３］，预示着供应链金融存在风险失控的可能性，
且其风险具有传导性、动态性和复杂性（宋华和杨雨东，２０１９）［６］。鉴于此，当资本结构高于目标资本
结构时，偿还债务能防止过度负债引致的财务风险和供应链金融可能诱发的经营风险、信用风险等多

重风险叠加对企业经营的负面影响，供应链金融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增量贡献也使得企业有能力通过

偿还债务降低资本结构。这是因为供应链金融不仅能够增加企业的现金收入，同时还能减少其现金

支出，提升现金周期速率（Ｗｕｔｔｋｅ等，２０１３ａ）［２］，显著增加现金持有规模（Ｐａｎ等，２０２０）［１０］。充裕的现
金资产也提高了企业通过偿还债务降低资本结构的能力。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当资本结构低于目标资本结构时，开展供应链金融的企业更愿意增加有息负债上调资本
结构；当资本结构高于目标资本结构时，更愿意通过偿还债务和发行股票下调资本结构。

三、研究设计

１．样本选择
虽然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中小企业，但核心企业在供应链金融中的重要作用同样不可忽视（Ｐａｎ

等，２０２０［１０］；凌润泽等，２０２１［１１］）。２０１９年７月银保监会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推动供应链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的指导意见》就提出银行保险机构应依托供应链核心企业，为供应链上下游链条企业提

供融资、结算、现金管理等一揽子金融服务。而供应链金融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也依赖

于核心企业的信用共享、交易确认与付款承诺等。基于近期新冠肺炎疫情等外部不确定性冲击对

经济发展的影响来看，核心企业主导的供应链金融在帮助中小企业复工复产、稳定供应链产业链中

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此外，供应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发挥也不仅仅局限于解决中小企业

的融资难题，更需要通过供应链金融提升核心企业发展质量，从而激励核心企业积极开展供应链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因此，核心企业是供应链金融能否发挥预期经济效应的重要支柱，检验供应链金

融对核心企业的影响也是探索供应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有效性的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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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查，非上市核心企业数据不可得，而开展供应链金融的 Ａ股上市公司都是核心企业。
基于此，本文选取２０１１—２０１８年 Ａ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经过如下处理：（１）剔除金融类以及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上市公司样本，将实验组企业聚焦于为上下游中小企业提供供应

链金融服务的核心企业①；（２）剔除观测数据少于连续两年的公司；（３）剔除被 ＳＴ、ＰＴ的公司；
（４）剔除有息负债率和资产负债率大于１或小于０的公司；（５）剔除存在数据缺失的样本。经筛选
后共获得１７３３８个样本。本文的供应链金融变量数据通过手工整理获得②，其余财务数据均来自
ＣＳＭＡＲ和 Ｗｉｎｄ数据库。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１％水平的缩尾处理。

２．变量设计

（１）被解释变量。参考黄继承等（２０１４）［２５］的研究，资本结构为有息负债总额除以总资产；借

鉴 Ｆａｕｌｋｅｎｄｅｒ等（２０１２）［１７］和黄继承等（２０１４）［２５］的做法，以公司规模、盈利能力、有形资产占比、成
长机会、非债务税盾、行业资本结构中位数六个变量拟合目标资本结构。

（２）解释变量。根据调查，仅有一部分上市公司对上下游企业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因此，为了
在严格区分开展供应链金融企业和未开展企业基础上探究供应链金融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参考

Ｐａｎ等（２０２０）［１０］和凌润泽等（２０２１）［１１］的研究，将供应链金融（ＳＣＦ）设置为虚拟变量，若企业明确披
露为上下游企业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ＳＣＦ取值为１，否则为０③。具体变量定义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计算及说明

被解释

变量

当期资本结构 Ｌｅｖｉ，ｔ 有息负债总额除以总资产

前一期资本结构 Ｌｅｖｐｉ，ｔ－１
Ｌｅｖｐｉ，ｔ＝Ｄｉ，ｔ－１／（Ａｉ，ｔ－１＋ＮＩｉ，ｔ），ＮＩｉ，ｔ为当年的净收入，Ｄｉ，ｔ－１为前

一年的有息负债，Ａｉ，ｔ－１为前一年的总资产。

资本结构年度差额 ΔＬｅｖ Ｌｅｖｉ，ｔ－Ｌｅｖ
ｐ
ｉ，ｔ－１

目标资本结构 Ｌｅｖ 根据模型（２）和模型（３）计算得到

资本结构偏离程度 Ｄｅｖ Ｌｅｖｉ，ｔ－Ｌｅｖ
ｐ
ｉ，ｔ－１

解释变量 是否开展供应链金融 ＳＣＦ 若企业以核心企业身份开展供应链金融，取值为 １，否则为 ０

目标资本

结构拟合

变量

公司规模 Ｓｉｚｅ 总资产取自然对数

盈利能力 ＥＢＩＴ 息税前利润除以总资产

有形资产 Ｔａｎｇ 固定资产净值与存货的和除以总资产

成长机会 ＭＴＢ
（总股本 －境内上市的外资 Ｂ股）×Ａ股收盘价 ＋境内上市

的外资 Ｂ股 ×Ｂ股收盘价 ＋负债期末值／总资产

非债务税盾 Ｄｅｐ 固定资产折旧除以总资产

行业中位数 Ｉｎｄｍｅｄ 同一行业公司资本结构的中位数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５４

２０２１年 第 ８期

①

②

③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主要是供应链金融技术服务的提供者，并不是本文所探讨的为上下游企业提供信用和

融资支持的供应链核心企业。

本文通过百度搜索和公司年报文本分析手工搜集已开展供应链金融的样本企业。筛选过程遵循如下程序：第一步，以手

工整理方式挨个将 Ａ股上市公司以上市公司名称加“供应链金融”“供应链融资”“供应链管理”等关键词，在百度上搜索包含这些
关键词的上市公司新闻，判断其是否面向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第二步，对上市公司年报进行文本分析，对开

展供应链金融业务的供应链核心企业样本进行二次筛选，若企业明确披露向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则将其定为

开展了供应链金融的样本企业。

例如通过百度新闻搜索和年报文本分析双重手段定位实验组的武汉中商于２０１６年与北京蜂向科技战略合作，由蜂向科
技提供技术平台助推武汉中商向上下游企业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则该样本企业在２０１７年及以后年度的 ＳＣＦ均取值为１。



３．模型构建

（１）供应链金融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借鉴黄继承等（２０１４）［２５］的做法，采用两阶段部分调整
模型估计目标资本结构。

Ｌｅｖｉ，ｔ－Ｌｅｖ
ｐ
ｉ，ｔ－１ ＝ｒ（Ｌｅｖ


ｉ，ｔ－Ｌｅｖ

ｐ
ｉ，ｔ－１）＋εｉ，ｔ （１）

　　首先，本文采用模型（１）来衡量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其中，Ｌｅｖｉ，ｔ表示公司 ｉ在 ｔ年度的目
标负债率，回归系数 ｒ表示企业实际资本结构向目标资本结构调整的速度。

Ｌｅｖｉ，ｔ ＝βＸｉ，ｔ－１ （２）
　　其次，目标资本结构一般由模型（２）估计，其中，β表示各变量的回归系数，Ｘ为公司规模、盈利
能力、成长机会和非债务税盾等影响资本结构的特征变量。具体定义见表 １。但是，现有研究大多
采用将模型（２）代入模型（１）整理后得到的模型（３）进行估计：

Ｌｅｖｉ，ｔ ＝（１－ｒ）Ｌｅｖ
ｐ
ｉ，ｔ－１＋ｒβＸｉ，ｔ－１＋μｉ＋εｉ，ｔ （３）

　　其中，ｒ仍表示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将回归结果中的系数 β代回模型（２），即可算出目标资本结
构 Ｌｅｖｉ，ｔ。在对模型（３）的估计方法的选择上，参考黄继承等（２０１４）

［２５］
的研究，利用最小二乘虚拟

变量法（ＬＳＤＶＣ）对模型（３）进行估计。
参考 Ｆａｕｌｋｅｎｄｅｒ等（２０１２）［１７］的研究，通过引入 ＳＣＦ与 Ｄｅｖｉ，ｔ－１的交互项来检验供应链金融对

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根据模型（１）设置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基准模型：

ΔＬｅｖｉ，ｔ－１ ＝ｒＤｅｖｉ，ｔ－１＋μｉ＋εｉ，ｔ （４）

　　本文研究的是供应链金融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参考姜付秀等（２００８）［１５］的做法，设定
如下线性函数：

ｒ＝λ０＋λ１ＳＣＦｉ，ｔ （５）
　　将模型（５）代入模型（４），得到如下模型（６）：

ΔＬｅｖｉ，ｔ－１ ＝β０＋λ０Ｄｅｖｉ，ｔ－１＋λ１ＳＣＦｉ，ｔ＿Ｄｅｖｉ，ｔ－１＋λＸｉ，ｔ－１＋μｉ＋εｉ，ｔ （６）
　　其中，λ１是衡量供应链金融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若 λ１显著为正，则说明供应链金融
能促进企业资本结构的调整；若 λ１显著为负，则说明供应链金融会降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λ１／λ０
表示供应链金融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程度。

（２）供应链金融与资本结构调整方式。为了检验在供应链金融的作用下，企业更愿意用哪种
方式调整资本结构，参考黄继承等（２０１４）［２５］的研究，本文构建了如下模型：

Ｐ（Ａｄｊｕｓｔ＿Ｎｉ，ｔ ＝１）＝Ф（α０＋α１Ｄｅｖｉ，ｔ－１＋α２ＳＣＦｉ，ｔ＋α３ＳＣＦｉ，ｔ＿Ｄｅｖｉ，ｔ－１＋α４Ｘｉ，ｔ－１＋εｉ，ｔ） （７）
　　其中，Ａｄｊｕｓｔ＿Ｎｉ，ｔ为资本结构调整的虚拟变量，Ｎ表示调整资本结构的方法，即如果公司 ｉ在第 ｔ
年通过方式 Ｎ调整资本结构，则 Ａｄｊｕｓｔ＿Ｎｉ，ｔ取值为１，否则为０。Ｘｉ，ｔ－１是一系列控制变量，与前文一
致。使用 Ｌｏｇｉｔ模型进行回归，如果 α３显著为正，则说明供应链金融显著增加了企业通过方法 Ｎ进
行调整的概率。从中国上市公司的融资状况来看，大部分债务资金来自银行借款，公开发行债券并

不常见，与此同时，股权回购也较少（黄继承等，２０１４）［２５］。基于此，参考黄继承等（２０１４）［２５］的研
究，本文定义四种调整方式：增加（降低）净债务融资大于或等于（小于）００５，即 ｔ年度新增（减少）
有息债务除以年初总资产大于等于５％时，则 Ｄｅｂ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ｅｂｔＤｅｃｒｅａｓｅ）取值为１，否则取０。发行
股票（现金分红）定义为（扣除净利润的净权益变化）／年初总资产增加（减少）幅度大于等于 ５％，
即 ｔ年度新增（减少）股东权益减去净利润除以年初总资产大于等于 ５％时，则 ＥｑｕｉｔｙＩｓｓｕａｎｃｅｓ
（ＣａｓｈＤｉｖｉｄｅｎｄ）取１，否则取０。因为当资本结构高于和低于目标资本结构时，相应的调整行为应
该是相反的方向，即向下调整和向上调整，但对于整个样本来说，调整行为并不明确。因此，本文使

用模型（７）分别对杠杆不足和过度杠杆的两个样本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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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１．描述性统计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２所示。由 ＰａｎｅｌＡ可知，虽然上市公司资本结构（Ｌｅｖ）的均

值和中位数与上年相比均有所上升，但整体来看仍较为稳定。目标资本结构（Ｌｅｖ）的均值和中位
数与实际负债率之间存在一定差距，表明中国公司的实际资本结构与目标资本结构存在一定程度

的偏离。资本结构偏离程度（Ｄｅｖ）和资本结构年度差额（ΔＬｅｖ）都呈现出向上调整的态势，说明我
国上市公司的实际资本结构正向目标值趋近，但尚未达到最优程度，即实际调整速度还有待提高，

这也使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分组差异统计发现，开展供应链金融公司的有息负债率普遍

高于未开展供应链金融公司，而年度差额和偏离程度显著小于未开展公司，间接说明了供应链金融

能促进企业调整资本结构，初步支持假设 Ｈ１。由 ＰａｎｅｌＢ可知，开展供应链金融企业增加和减少有
息负债、发行股票的样本均值均显著高于未开展供应链金融企业，而现金分红无显著差异，从而为

假设 Ｈ２提供了初步的证据。ＰａｎｅｌＣ列示了目标资本结构拟合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这里不一
一赘述。

表２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开展 ＳＣＦ 未开展 ＳＣＦ 均值差异检验

ＰａｎｅｌＡ：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

ＳＣＦ ０１０４４ ０ ０３０５８

Ｌｅｖ ０２１６９ ０１９６０ ０１７２５ ０２７３５ ０２１３１ ００６０４

ΔＬｅｖ ０００６４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７５１ ０００４９ ０００６５ －０００１６

Ｌｅｖ ０２４２９ ０２２９３ ０１９１５ ０２９４０ ０２３９４ ００５４６

Ｄｅｖ ００３２４ ００２２７ ０１５６４ ００２５３ ００３２８ －０００７５

ＰａｎｅｌＢ：资本结构调整方式变量

Ｄｅｂ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０４０８３ ０ ０４９１５ ０４７４９ ０３９９８ ００７５１

Ｄｅｂｔ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０１６１０ ０ ０３６７５ ０１６５７ ０１５１６ ００１４１

ＥｑｕｉｔｙＩｓｓｕａｎｃｅｓ ０１５７９ ０ ０３６４６ ０１７３５ ０１５５９ ００１７６

ＣａｓｈＤｉｖｉｄｅｎｄ ００６８６ ０ ０２５２８ ００８７９ ００７６２ ００１１７

ＰａｎｅｌＣ：拟合目标资本结构变量

Ｓｉｚｅ ２２０３０６ ２１８６４０ １２７４５

ＥＢＩＴ ００５７５ ００５２８ ００５５０

Ｔａｎｇ ０３８３３ ０３６９４ ０１７６９

ＭＴＢ ２７６３９ ２１２０４ １９７１５

Ｄｅｐ ００１９９ ００１６７ ００１４５

Ｉｎｄｍｅｄ ０１９１９ ０１７７９ ００９１１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经过异方差调整的 ｔ值，下同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２．基本回归结果
为确定合适的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本文先进行了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来确定最优估计模型。由于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卡方值为５６３９３，Ｐ值为０００００，故本文应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检验。假设 Ｈ１
的检验结果如表３的第（１）、（２）列所示。第（１）列在未加入 ＳＣＦ变量时，Ｄｅｖ的系数为 ０３８４１，说
明上市公司调整资本结构的平均速度为 ３８４１％。由第（２）列可知，ＳＣＦ＿Ｄｅｖ的系数为 ０２３８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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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开展供应链金融的公司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提高了 ６３６７％（０２３８９／
０３７５２），即供应链金融能够加快企业向目标资本结构调整的速度，支持了假设 Ｈ１。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资本结构的调整方向在实际资本结构低于和高于目标资本结构时是完全

相反的（即，向上调整和向下调整）。不同方向上的企业调整资本结构的动机存在较大差异，资本

结构调整速度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性（黄继承等，２０１４）［２５］。因此，供应链金融对企业向上和向下
调整资本结构时的调整成本和调整收益的影响是否也不相同，从而对调整速度的影响也存在差异？

本文根据实际资本结构与目标资本结构的差异方向，将全样本进一步地分成向上调整组和向下调

整组，并分别检验供应链金融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由第（３）、（４）列可知，在区分了调整方
向后，供应链金融对资本结构向上调整和向下调整的速度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比较来看，资

本结构向上调整的速度提高 ８１５４％（０２５７９／０３１６３），资本结构向下调整的速度提高 ５２１４％
（０２４８８／０４７７２），说明供应链金融对资本结构向上调整速度的影响更大。对此可能的解释为：由
于供应链金融能够显著提升企业获取外部资金的能力，对于负债不足的企业来说，其不仅有动机而

且有能力通过外部资金提高资本结构，以最大化债务税盾收益和驱逐竞争对手。对于过度负债的

企业来说，供应链金融催生的良好银企关系和财务实力也降低了其维持较高负债水平的风险，向下

调整的动机小于向上调整。因此，供应链金融更有利于资本结构的向上调整。

假设 Ｈ２的检验结果如表 ３的（５）～（８）列所示。由第（５）列和第（６）列可知，在负权益融资
组，ＳＣＦ＿Ｄｅｖ的系数不显著，而在增加债务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当资本结构小于目标资本结构
时，开展供应链金融的企业更愿意用增加有息负债的方式向上调整资本结构。由第（７）列和第（８）
列可知，在发行股票组，ＳＣＦ＿Ｄｅｖ的系数显著为正，在减少债务组，系数同样显著为正，说明当资本
结构高于目标资本结构时，供应链金融同时有利于企业用发行股票和偿还债务的方式向下调整资

本结构。检验结果支持了假设 Ｈ２。
表３ 假设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全样本 全样本 向上调整组 向下调整组 向上调整组 向上调整组 向下调整组 向下调整组

ΔＬｅｖ ΔＬｅｖ ΔＬｅｖ ΔＬｅｖ
Ｃａｓｈ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

Ｄｅｂ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Ｅｑｕｉｔｙ

Ｉｓｓｕａｎｃｅｓ

Ｄｅｂｔ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Ｄｅｖ
０３８４１

（４１０７）

０３７５２

（３８６６）

０３１６３

（２１１７）

０４７７２

（２１４６）

２４３６１

（１２２）

３６４４０

（４６５）

１３６３２

（３２０）

４４１７２

（４６７）

ＳＣＦ＿Ｄｅｖ
０２３８９

（６４２）

０２５７９

（３７８）

０２４８８

（４４２）

－００３２１

（－０６３）
１１２２４

（２９７）

０４５４５

（２３７）

０４２６３

（３４４）

ＳＣＦ
００２１３

（０４３）
０１７５３

（１６９）

０２１４３

（１７１）

００１２４

（１８３）

ｃｏｎｓ
－０００６０

（－２０１５）

－０００６１

（－２０１２）

－０００８６

（－４７８）

００２１２

（９２５）

２１８１

（４４５）

－１１７９

（－３５８）

－２０５４

（－２４１）

－２０８８

（－２４２）

Ｘｉ，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年份

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１７３３８ １７３３８ １０２７８ ７０６０ １０２７８ １０２７８ ７０６０ ７０６０

调整 Ｒ２ ０２０７２ ０２１４１ ０１２００ ０１８６８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０４５ ０１４２ ０１１３ ００２８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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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稳健性检验

（１）重新拟合目标资本结构。参考巫岑等（２０１９）［１８］的做法，以系统广义矩估计（ＧＭＭ）重新
拟合目标资本结构。选用滞后２～５期的内生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将重新拟合的目标资本结构代入
模型（６），检验结果如表４第（１）列所示，主要结论保持不变。

（２）变换资本结构调整模型。黄辉（２０１０）［３４］认为，采用两步法估计目标资本结构时的拟合程
度不高，容易引起调整速度的较大偏误，而且忽视了资本结构决定因素与调整因素之间的相互作

用。因此，直接将模型（５）与模型（３）联立得到模型（８）进行检验：
Ｌｅｖｉ，ｔ ＝β０＋λ０Ｌｅｖ

ｐ
ｉ，ｔ－１－λ１ＳＣＦｉ，ｔ＿Ｌｅｖ

ｐ
ｉ，ｔ－１＋λ２βＸｉ，ｔ－１＋λ３ＳＣＦｉ，ｔ＿Ｘｉ，ｔ－１＋μｉ＋εｉ，ｔ （８）

　　在对模型（８）的回归中，需关注的是变量 ＳＣＦ＿Ｌｅｖｐｉ，ｔ－１的系数，因为 λ１前面有一个负号，所以若
回归结果中的系数小于０，则表示供应链金融能提高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若系数大于０，则表示供应
链金融能降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由表４的第（２）列可知，检验结果与原结论保持一致。

（３）利用倾向得分匹配（ＰＳＭ）重新匹配对照组。为了一定程度上减轻 ＦＦＭ所带来的估计偏
误，缓解内生性问题，采用 ＰＳＭ重新匹配对照组。以拟合目标资本结构的特征变量为匹配变量，并
控制行业和年份，以未开展供应链金融的企业作为配对样本，采用 ＰＳＭ按照 １∶１的比例匹配对照
组样本，然后以配对出的样本重新检验供应链金融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结果如表 ４的第
（３）、（４）列所示。第（３）列是使用模型（８）的检验结果，第（４）列是使用模型（６）的检验结果。发
现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和变换样本规模后，供应链金融仍然能够显著提升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本

文研究结果稳健。

表４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ΔＬｅｖ Ｌｅｖｉ，ｔ Ｌｅｖｉ，ｔ ΔＬｅｖ

Ｄｅｖ
０３１１０

（３８７９）

０３５９９

（１６２３）

ＳＣＦ＿Ｄｅｖ
０１０５８

（５３５）

０２５１０

（５７１）

Ｌｅｖｐｉ，ｔ－１
０５５８１

（４４１５）

０５３５２

（２２１８）

ＳＣＦ＿Ｌｅｖｐｉ，ｔ－１
－０１３２２

（－５２４）

－０１２３１

（－４７６）

ｃｏｎｓ
－０００７８

（－２１３８）

－０３２２９

（－５４５）

－０３１２２

（－２１４）

－０００７２

（－１２６８）

Ｘｉ，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ＳＣＦ＿Ｘｉ，ｔ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ｏ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１７３３８ １７３３８ ３６２０ ３６２０

调整 Ｒ２ ０１８１３ ０３５３４ ０３４４９ ０２４４３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五、拓展性分析

１．机制检验
理论分析指出，供应链金融能降低企业的债务和权益融资成本，实证检验结果也支持了开展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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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链金融的企业更愿意通过增加和减少债务以及发行股票调整资本结构。那么，供应链金融促进

企业资本结构调整的内在机理是什么？从融资成本的角度来说，如果供应链金融确实能够降低融

资成本，从而加快资本结构调整速度，那么对于开展供应链金融前面临较高融资约束或者债务融资

成本较高的企业来说，供应链金融应该更有利于其资本结构的调整。从价值创造的角度来说，如果

供应链金融确实提高了企业的竞争优势和价值创造能力，从而向资本市场投资者传递了未来发展

前景的积极信号，并且投资者也同时捕捉到了这些信号，则在实证层面，供应链金融与企业价值应

该显著正相关。因此，本文从融资约束、债务融资成本和价值创造三个角度验证供应链金融促进资

本结构调整的机制。

企业的融资约束使用ＫＺ指数（Ｋａｐｌａｎ和Ｚｉｎｇａｌｅｓ，１９９７）［３５］，债务融资成本（Ｃｏｓｔ）＝利息支出／
长短期债务总额平均值，并根据融资约束和债务融资成本的年度 －行业中位数将样本分组。以托
宾 Ｑ值（ＴｏｂｉｎＱ）作为企业价值的替代指标。检验结果如表 ５所示。由第（１）～（４）列可知，供应
链金融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正向促进作用在高融资约束组和高融资成本组显著，而在低组不显

著。由第（５）列可知，ＳＣＦ与 Ｃｏｓｔ显著负相关，说明供应链金融确实能够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成
本，使得企业有能力在需要的时候利用债务融资向目标资本结构调整。由第（６）列可知，ＳＣＦ与
ＴｏｂｉｎＱ显著正相关。说明企业开展供应链金融后提升了价值创造能力，向资本市场传递出良好发
展前景的信号，进而有利于其利用权益融资调整资本结构。综上，检验结果为供应链金融加快资本

结构调整速度的内在机理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由于我国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普遍面临较高的融

资约束，供应链金融的这些贡献可能会重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地位和融资格局，

进而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

表５ 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高融资约束 低融资约束 高融资成本 低融资成本 全样本 全样本

ΔＬｅｖ ΔＬｅｖ ΔＬｅｖ ΔＬｅｖ Ｃｏｓｔ ＴｏｂｉｎＱ

Ｄｅｖ
０３０２

（４７５）

０６３０

（７１２）

０３７７

（４３１）

０７２０

（８６６）

ＳＣＦ＿Ｄｅｖ
０３０８

（３０６）

００７８

（０５３）
０２１２

（２２２）

００２６

（０１７）

ＳＣＦ
－００２１０

（－３７４）

０１０１３

（２３１）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ｓ
－００１２

（－６５４）

－００１１

（－７７３）

－００１０

（－６１２）

－００１８

（－８１３）

－００８３３

（－２８８）

１３６２６８

（３７６８）

Ｎ ８８００ ７９８２ ９２２８ ８１１０ １７３３８ １７３３８

调整 Ｒ２ ０１５９ ０２１２ ０２１０ ０１９８ ００８６８ ０２１９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２．内外部环境的异质性分析
（１）公司规模的异质性影响。不同规模企业调整资本结构时的融资需求量和融资成本存在差

异，因而规模影响着资本结构调整速度（黄辉，２０１０［３４］；连玉君和钟经樊，２００７［３６］）。而供应链金融
本身对不同规模企业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因此，规模是否影响供应链金融与资本结构调整的关系？

对于大公司来说，一方面，大公司调整资本结构所需的资金规模较大，复杂的内外部治理机制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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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的融资决策往往要经过多方利益的权衡，致使调整的机会成本较高（连玉君和钟经樊，

２００７）［３６］。即使供应链金融能够降低融资成本，较高的机会成本也会降低调整资本结构的积极性，
从而削弱了供应链金融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另一方面，大公司的发展质量和企业信誉较

高，一般很少面临融资约束，开展供应链金融前的债务和权益融资成本不会太高，从而使得供应链

金融对降低其债务和权益融资成本的增量效应有限，即供应链金融加快大公司资本结构调整速度

的增量效应有限。但是，反观中小企业，一方面，小规模公司调整资本结构所需的资金较少，灵活的

治理机制提高了融资决策的灵活性，调整资本结构的机会成本较低。当供应链金融能够降低企业

的融资成本时，小规模企业会及时行动，快速调整资本结构，从而使得供应链金融促进资本结构调

整的作用更容易发挥。另一方面，相对于大规模企业，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更为突出，普遍

面临融资约束，开展供应链金融前的债务和权益融资成本较高。当供应链金融产生融资便利性后，

对小规模公司融资约束和融资成本的降低作用更明显，更能够激励其通过债务或权益融资调整资

本结构。因此，本文认为，供应链金融对小规模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表６的第（１）列和第（２）列是依据分行业、分年度的总资产中位数将全样本分为了小规模样本
组和大规模样本组。两组样本中 ＳＣＦ＿Ｄｅｖ的系数均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但在小规模
样本组中，供应链金融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程度约为 ８３７０％（０３１７９／０３７９８），高于大规
模样本组的２９８３％（０１３３９／０４４８９），且两个样本中交乘项系数的差异通过了卡方检验，说明供
应链金融对小规模公司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更大。该结果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供应链金融对

于提升中小企业发展质量的重要性。

（２）公司产权的异质性影响。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尽管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断推进，但是在信贷
资源配置方面仍然存在着基于产权的差异。银行贷款时一般偏爱国有企业而歧视民营企业，国有

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信贷资金（饶品贵和姜国华，２０１３）［３７］。民营企业普遍面临更高的融资成本和
更窄的融资渠道（Ａｌｌｅｎ等，２００５［３８］；戴雨晴和李心合，２０２１［１９］），提高了资本结构调整成本，从而抑
制了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而国有企业很少会面临融资约束，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明显快于非国有企

业。鉴于此，供应链金融能否缩小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在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上的差距？

表 ６的第（３）列和第（４）列是根据产权性质将全样本分为民营样本组和国有样本组。两组
中 ＳＣＦ＿Ｄｅｖ的系数均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且对民营组影响程度为 ６１２５％（０２４５／
０４），略小于国有组的 ６９２５％（０２３２／０３３５），但两者系数的卡方检验并不显著，说明供应链金
融对不同产权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这是因为供应链金融能够有效缓解

民营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降低融资成本，从而加快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即供应链金融弱化了

融资约束对民营企业资本结构调整的不利影响，从而缩小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资本结构调整

速度方面的差异。

（３）银企关系的异质性影响。中国作为最大的以银行为基础的经济体，构建良好的银企关系
有助于公司获取资源（Ｆｕ等，２０１５）［３９］。那么，银企关系是否影响供应链金融对资本结构的调整
呢？银企关系能够从信息沟通、专业知识、私人关系和从业经验等方面为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提供帮

助，赋予了企业融资便利性（翟胜宝等，２０１４）［４０］。较好的银企关系有助于银行充分了解企业的经
营状况和未来发展前景，减少银企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了信息风险，从而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因此，即使没有供应链金融，银企关系的存在也能降低资本结构调整成本。此外，对于原先就维持

着比较良好的银企关系的企业来说，开展供应链金融对其银企关系提升的增量效应并不明显。反

而对于没有银企关系的公司来说，供应链金融对其银企关系具有更明显的增量效应，从而有利于融

资成本更大程度地降低，即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增量效应更明显。

对于“银企关系”（ＢＣ）的衡量，参考翟胜宝等（２０１４）［４０］的研究，根据银行是否持有企业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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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是否持有银行股份、企业高管是否具有银行背景设置虚拟变量，若符合任何一项则 ＢＣ取值为
１，否则为０。将样本分为具有银企关系组和不具有银企关系组。检验结果如表 ６的第（５）、（６）列
所示。在银企关系组，ＳＣＦ＿Ｄｅｖ的系数显著为负；在非银企关系组显著为正。说明供应链金融更有

利于无银企关系企业的资本结构调整。该结果也从侧面支持了假设 Ｈ１中所提出的供应链金融能
够提升银企关系的观点。在以银行为基础的经济体的背景下，这样的结果对于那些不具有银企关

系的企业来说，应该激励其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以塑造新型银企关系和促进资本结构优化。

（４）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的异质性影响。发达的金融市场在金融中介的数量和质量方面具有相

对优势，能够向市场提供充足的资金供给和金融服务（凌鸿程，２０１９）［４１］，从而为供应链金融的创新

与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那么，金融市场发展水平是否影响供应链金融对资本结构的调整？

发达的金融市场在金融人才、金融科技、资金数量和金融监管等方面优势明显，有利于供应链金融

的持续创新和升级，其产品和服务体系更加成熟。因此，供应链金融降低信息不对称和提升企业价

值的作用在发达的金融市场更容易发挥，从而更有利于企业赢得债权人和投资者的青睐，进一步降

低融资成本，加快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此外，发达的金融市场也预示着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更为激

烈，银行等金融机构亟需依托核心企业开展供应链金融以拓宽业务和盈利范围，即对银企关系的提

升作用更明显，从而更有利于降低融资成本，加快资本结构调整速度。

本文“Ｄｅｂｔ＝按城市计算的经人均 ＧＤＰ调整后的金融机构贷款额度”，作为金融市场发展水
平的替代指标，检验不同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下供应链金融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差异影响。表 ６
的第（７）列和第（８）列是根据金融机构贷款额度的年度中位数将全样本分为低金融发展组和高
金融发展组的检验结果。检验结果表明，在金融市场发展水平高和低的地区，ＳＣＦ＿Ｄｅｖ的系数均
显著为正，但是在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ＳＣＦ＿Ｄｅｖ的系数更大，两组系数也通过了系数
差异检验。说明较高的金融市场发展水平更有利于供应链金融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促进

作用。

表６ 异质性分组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小规模企业 大规模企业 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 银企关系 非银企关系 低金融发展 高金融发展

ΔＬｅｖ ΔＬｅｖ ΔＬｅｖ ΔＬｅｖ ΔＬｅｖ ΔＬｅｖ ΔＬｅｖ ΔＬｅｖ

Ｄｅｖ
０３７９８

（２２３４）

０４４８９

（３０１３）

０４００

（３０６５）

０３３５

（２４８６）

０８３６２

（４４６８）

０４４３５

（４６９４）

０３９２７

（２４５３）

０４１１０

（２５１４）

ＳＣＦ＿Ｄｅｖ
０３１７９

（５２４）

０１３３９

（３５８）

０２４５

（４４８）

０２３２

（５１８）

－０２９９２

（－４０６）

０２１５１

（５２５）

０１５６８

（３４８）

０３０４６

（５２４）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年份

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ｓ
－００１０１

（－１５１２）

－０００４８

（－１３２４）

－００１１

（－１７４２）

－００００

（－６６６）

－０２８３２

（－１４２）

－００６０５

（－０５４）
－０００７１

（－１３１２）

－０００５８

（－１４２３）

Ｎ ８２９４ ９０４４ １０５７８ ６７６０ ４１８８ １２５９４ ８６８０ ８４４２

调整 Ｒ２ ０２１６６ ０２７２８ ０２２６ ０１９５ ０３０７ ０１１０ ０２１７５ ０２３５６

系数差异检验
Ｃｈｉ（２）＝４９９

ｐ＝００２１３

Ｃｈｉ（２）＝００４

ｐ＝０８４６１

Ｃｈｉ（２）＝４１４

ｐ＝００３７６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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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供应链金融作为一种产融结合的新形式，成为促进金融“脱虚向实”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方式。本文以２０１１—２０１８年的Ａ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从资本结构调整的角度检验供
应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有效性。研究结果显示：供应链金融能够促进企业的资本结构调整。在

供应链金融的影响下，企业更愿意用增加有息债务的方式向上调整资本结构，用偿还债务和发行股

票的方式向下调整资本结构。供应链金融对资本结构调整的促进作用源于供应链金融能够缓解企

业的融资约束和降低融资成本，从而降低资本结构调整成本。当企业规模较小、没有银企关系、位

于金融机构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时，供应链金融对资本结构调整的促进作用更明显，产权则没有差异

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微观企业杠杆优化层面，供应链金融实现了服务实体经济的预期效应。

当然，供应链金融在实践中也存在着信用风险爆雷、过度金融化转型等违背“金融服务实体”

政策初衷的个别现象。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部分面临较大盈利压力的实体企业，为了拓宽盈利

来源，从而利用供应链金融谋取金融服务收益，其较大的盈利空间诱导了企业的过度金融化转型。

为了杜绝这一现象，更好地践行金融服务实体的根本宗旨，切实发挥供应链金融在资源配置、供应

链产业链稳定循环和优化升级等方面的综合功能，需要做到如下几点：第一，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

应积极与金融机构合作，利用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赋能，构建一体化、共生型的数

字供应链金融系统和平台，不断完善产品和服务体系，提高服务效能，利用供应链金融聚焦主业，实

施以提高盈利能力和发展质量为目标的“金融 ＋”战略。在开展供应链金融过程中，要始终关注对
风险的整体把控，尽可能地完善信息共享、信用穿透、风险分担等风险防控机制。第二，继续深化金

融供给侧改革，提升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为供应链金融提供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大力支持银行等

专业金融机构将供应链金融作为重点发力和创新的项目产品。在充分了解企业异质性基础上，与

供应链核心企业、物流企业和金融科技企业等积极沟通与合作，不断创新产品服务体系和金融服务

平台，以提供针对性和综合性的高质量融资产品，从而缩小实体企业金融化转型的利润，抑制其金

融化转型动机。最后，供应链金融的发展和创新还需要相关部门的引导和监管。要在制度设计中

明确供应链金融的作用与监管导向，谨防核心企业以供应链金融为翘板的过度金融化转型，充分发

挥政策的撬动效应与约束功能，为抑制核心企业的金融化转型以及真正发挥供应链金融服务实体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预期效应提供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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