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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由李占雷著的《供应链金融生态系统结构与协调
》基于生态学的分析范式，构建供应链金融生态系统 的四元主体结构模
型，分析核心企业的能量扩散效应和系统稳定性的尖 点突变状态，进行预付
账款、动产质押、应收账款三种融资工具的博弈决策 分析，从流量、流速、流
向三个维度构建系统的资金流协调机制，给出基于营 运资金周转期的供应
链营运资金协同管理思路并进行四元主体的复合系统 协调度评价。
     本书可作为管理学科的研究生教材与参考书，也 可供从事供应链金融
研究的人员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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