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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nanc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a	new	form	of	financial	services,	with	its	efficient,	convenient	and	intelligent	characteristics,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our financial market.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financial risks, 
increase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	real	economy,	and	prevent	and	defuse	financial	risks,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the	Banking	and	
Insurance Regulatory Commission, the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the Foreign Exchange Bureau and other departments 
have continuously increased their supervision efforts, strengthen the prevention of credit risk. First, we will introduce regulatory 
measures to clarify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second, we will increase penalties to increase the deterrent effect; third, we will improve 
the system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and fourth, we will enrich monitoring tools to improve data quality. 
Among	them,	the	application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in	financial	risk	prevention	has	become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the	Banking	
and Insurance Regulatory Commission,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and other key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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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金融科技，作为新兴的金融服务业态，以其高效、便捷、智能的特点，在中国金融市场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加
强金融风险防控，加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等部门持续加
大监管力度，加强对信用风险的防范。一是出台监管办法，明确监管要求；二是加大处罚力度，增强震慑效应；三是完善
制度体系，促进市场健康发展；四是丰富监测手段，提升数据质量。其中，金融科技在金融风险防范中的应用已成为人民
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等监管部门的重点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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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金融科技（Financ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简称 FinTech） 

的快速发展，使得数字化信用风险控制体系在金融风险防范

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中国监管部门深知这一点，并已明确提

出，要推动金融风险防控工作向纵深发展，强化数字化信用

风险控制体系建设。金融科技的革命性地改变了金融行业的

生态，尤其是在信用风险控制领域。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技术，金融机构能够更加精准地评估借款人的信用

状况，提前发现潜在的风险，从而有效降低金融风险。论文

对数字化信用风险控制体系的实施路径进行深入分析，以期

为中国金融风险防范提供有益参考。

2 金融科技助力传统金融机构转型升级

近年来，中国传统金融机构发展迅速，金融科技创新

加速。在此背景下，金融科技的发展为传统金融机构转型升

级提供了新的方向。一方面，传统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步伐

加快，科技与业务融合的成果逐步显现。传统金融机构逐步

构建“云、大、物、移、智”等技术手段为支撑的数字化平

台体系，通过数据平台整合和共享，实现与外部数据的互联

互通。另一方面，传统金融机构开始借助大数据技术提升风

险管理能力。借助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技术，传统金融机

构可以对海量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深入挖掘数据背后的隐

藏信息，构建统一的客户画像和信用评级体系。

2.1 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风险控制
大数据技术通过对用户数据的收集、存储和分析，能

够实现对用户行为和特征的刻画，为金融机构提供更为准确



98

财经与管理·国际学术论坛·第 3卷·第 1期·2024 年 1月

的客户信息和信用评级依据。在信贷业务中，大数据技术

可实现对客户行为的精准分析，对申请贷款的客户进行画像

分析，根据客户的消费习惯、信用记录、还款能力等信息，

结合内部数据构建统一的客户画像。在日常运营中，通过对

用户行为数据、社交媒体数据等非结构化数据进行分析，实

现精准营销和风险控制。在产品开发中，基于用户画像分析

结果，结合金融机构产品功能特点和业务流程，进行智能风

控模型设计与构建。在风险控制方面，大数据技术可实现对

用户行为和特征的刻画与分析，结合内部数据和外部数据，

建立有效的风险控制模型。在贷前审核方面，基于大数据技

术建立高效的贷前风险预警系统和贷中审批系统，通过多维

分析手段构建风险评估指标体系，识别贷款申请中存在的风

险。在贷后管理方面，基于大数据技术建立自动化风险预警

系统和智能催收系统，对贷款进行全流程监控与管理。在催

收方面，基于大数据技术构建智能催收系统。同时根据客户

行为特征、信用评级、还款能力等信息构建不同的风控模型

和策略组合。

2.2 智能投顾提升投资服务体验
随着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智能投顾技术被越来越多

的传统金融机构应用。智能投顾是一种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基

础，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实现个性化资产配置的财

富管理模式。传统金融机构可以将客户画像、客户分类、风

险管理等功能嵌入到智能投顾中，为客户提供实时的、个性

化的投资建议，从而提升投资服务体验。

目前，智能投顾技术在国内得到快速发展。一些金融

机构基于自身技术优势和业务特点，推出了基于人工智能和

大数据分析技术的智能投顾产品。例如，招商银行基于人工

智能技术，推出“投资顾问机器人”和“智慧理财顾问”两

款智能投顾产品。前者可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语

音识别等技术实现智能化策略推荐，用户可通过其购买基金

或理财产品；后者则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实现“千

人千面”的个性化投资配置服务。

除招商银行外，其他金融机构也在积极布局智能投顾

业务。例如，兴业银行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构建“千人千面”

的客户画像体系和个性化标签体系，将客户划分为不同类

型。同时，兴业银行根据客户画像体系对客户进行分级分类

管理，并在此基础上提供不同的产品和服务。

2.3 创新模式助推数字普惠金融
随着中国互联网普及程度和支付工具普及程度不断提

高，中国网民规模增长迅速，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网络用户

数量最多的国家。在此背景下，中国银行业积极运用新技术

提升普惠金融服务效率和水平。一方面，银行积极运用大数

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助力提升信贷业务管理水

平。例如，农业银行通过运用生物识别技术，实现客户身

份的自动识别；中国民生银行基于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

构建了基于全流程数字化信贷的产品体系。另一方面，银行

积极推进业务数字化转型。例如，兴业银行通过将企业的财

务报表与纳税申报、社保缴纳等数据进行对接和分析，实现

了信贷业务的全线上化操作；招商银行基于区块链、人工

智能等技术，建立了“智慧大脑”风控体系。同时，银行积

极构建开放金融生态系统，借助互联网技术进一步降低服务

成本。

3 互联网金融平台加强大数据风控能力建设

当前，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

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应用于金融科技创新，金融产品服

务不断丰富，交易模式不断创新，风险管理模式不断完善。

一方面，互联网金融平台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手段，在多个领域积极探索与实践。另一方面，在加

强风险管理方面，互联网金融平台不断丰富风控手段，从单

一的线下业务拓展至线上业务和线下业务相结合的“双线”

业务模式。

3.1 互联网金融平台通过“场景 + 数据”提升风控

能力
场景是金融服务的核心，场景中的用户、交易行为、

产品、资金等各种信息成为大数据的重要来源。互联网金

融平台通过构建完整的大数据生态圈，将自身积累的用户、

交易、资产等数据资源与外部数据相结合，进行跨界整合，

进而实现对用户在各类场景中的行为特征进行精准识别和

建模。例如，蚂蚁金服通过在互联网消费金融领域的发展，

积累了丰富的消费场景数据，并结合对海量用户行为数据及

互联网公开信息数据等的分析和挖掘，构建了基于大数据征

信和大数据风控体系的信用风控体系。此外，互联网金融平

台还通过与第三方支付、征信机构等机构合作，收集整合各

类数据资源，为自身开展客户身份识别、反欺诈等工作提供

支持。

3.2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成为互联网金融平台的核心

风控要素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互联网金融平台的风控提供了强

大的技术支持。互联网金融平台在业务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

用户数据，这些数据通过大数据技术进行分析和挖掘，为互

联网金融平台提供了丰富的风控因子。通过对海量用户数据

进行分析，人工智能可以更好地识别风险事件，从而做出更

加准确的决策。通过对用户数据的分析和挖掘，互联网金融

平台能够准确把握用户的需求、偏好等信息，从而为其提供

更加精准、个性化的产品与服务。

3.3 区块链技术在互联网金融平台信用风险管理中

应用
区块链技术通过分布式账本、加密算法、共识机制、

智能合约等技术，解决了互联网金融领域交易信息不透明、

交易数据不可信、数据共享难的问题，为互联网金融平台提

供了更安全的信息交流渠道和更有公信力的业务运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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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互联网金融平台得以实现对客户信用风险的实时动态评

估和预警，进一步提升了互联网金融平台的信用风险管理

能力。

区块链技术可以对客户交易信息进行验证和存储，在

数据真实可信的基础上，有效地解决了互联网金融平台客户

征信信息不完整、不准确的问题。同时，区块链技术具有

不可篡改的特性，可以将交易信息真实有效地记录在区块链

上，这对于互联网金融平台进行信用风险评估与管理具有重

要作用。

4 互联网个人信息保护监管措施出台

2021 年 5 月，银保监会发布《银行业保险业消费投诉

处理管理办法（试行）》（银保监发〔2021〕13 号），明

确了银行保险机构消费投诉处理工作应遵循的原则、受理范

围和处理流程等要求。《办法》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完

善投诉处理机制”，建立健全“首问负责制”和“限时办结制”

等工作机制。

2021 年 8 月，银保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贷业

务办理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通知》（银保监发〔

2021〕34 号），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完善内部控制和

合规管理制度”“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责任追究力度”“强

化金融消费者风险教育”。

2021 年 10 月，银保监会发布《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

于开展银行业保险业市场乱象整治“回头看”工作的通知》

（银保监办发〔2021〕58 号），要求银行业保险业市场乱

象整治“回头看”工作要聚焦整治重点领域、重点案件、重

点机构和重点人员。其中重点领域主要包括：一是整治银行

业保险业市场乱象，坚持问题导向、标本兼治；二是整治金

融消费者投诉举报中反映的违法违规问题和市场乱象问题；

三是深入排查保险业务和中介机构问题隐患。

2021 年 11 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

款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银发〔2021〕123 号）

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办法》对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的

借款人、合作机构准入与退出、风险管理、信息安全等提出

了明确要求。

5 数字信用体系建设成为当前金融行业的重
要工作

金融科技的飞速发展，为数字信用体系建设带来了新

的契机和挑战。一方面，金融机构可以充分发挥金融科技在

信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信用风控体

系。另一方面，由于信用风险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复杂性和

不可预测性，一旦发生就会造成较大损失。因此，构建数字

化、智能化、体系化的数字信用风控体系成为当前金融机构

共同关注和研究的课题。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不断深入，数字技术与金融业务加

速融合，金融机构在风控管理中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数字化

转型成为金融机构核心竞争力。以银行为例，目前银行信用

风险管理主要包括：一是银行信贷风险管理，通过对客户信

息、交易信息等数据进行收集整理、挖掘分析和利用等手段

实现对风险的有效识别和防控；二是银行经营风险管理，通

过对客户经理行为数据、交易数据、资金流向数据等进行收

集整理和利用等手段实现对经营风险的有效识别和防控；三

是银行内外部合作风险管理，通过外部数据源如政府部门、

征信机构、互联网公司等获取客户信息和交易数据等实现对

内部经营风险的有效识别和防控。

由于数字化转型难度较大、技术门槛较高，银行一般

选择与外部第三方金融科技公司合作。目前行业内比较成熟

的解决方案包括：第一种是传统风控工具与数字化风控工具

结合，如通过大数据征信公司提供基于客户社交数据等其他

数据源的征信服务；第二种是与外部风控工具合作，如通过

区块链技术建设供应链金融平台实现对供应链上企业进行

全链条的数字化信用评估；第三种是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

如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多方交易数据共

享等。这三种方式各有优劣。传统风控方式存在一定局限性，

且涉及数据安全性问题；外部风控工具在技术上要求较高且

有一定门槛；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会面临隐私保护、数据共

享等问题。

6 结语

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为金融风险防范提供了新思路，

推动了金融科技的应用落地。中国金融机构应依托数字化信

用风控体系的构建，促进数字技术与信用风控的深度融合，

充分发挥数字化技术在信用风控中的赋能作用，并结合自身

业务实际情况，设计特色化、差异化、个性化的数字化风控

产品和服务，为客户提供优质、便捷、高效、低成本的服务

体验，实现从“产品驱动”到“客户驱动”的转变，推动自

身业务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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