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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25年远景目标中，明确提出

了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

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充分发挥海量数据

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

在此趋势之下，金融科技企业和银行也应加大金融科技

和数字经济对产业端的支持和渗透，推动业务数字化转型。

但在提升金融服务品效的同时，也应该提高风险管理的质

效。据了解，2020年，银行业共处置不良资产3.02万亿元，

2021年需要处置的不良贷款可能还会增长。尤其是对公业务

作为银行资产、营收重头，在向前发展的同时，风险管控也

同样重要。

聚焦业务，对公业务风险管理仍需提高数字化水平

经调研发现，在对公业务风险管理中，有两方面问题亟

待解决：一是数据与业务应用的“隔阂”问题；二是风险管

理条线业务人员风险监控难的问题。

数据与业务应用的“隔阂”主要表现为金融数据的孤

岛状和碎片化。尤其在海量多源异构的非结构化数据飞速涌

入的情形下，数据的加工、抽取、整合愈加困难，导致这些

离散凌乱的数据很难被业务人员掌握和理解，也就很难与业

务场景融合，无法快速响应业务需求，造成了“技术中台数

据”在转换为“业务数据”过程中出现断层情况。

对公业务风险监控难主要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

费时、费力、槽点多：部分银行仍采用人工监控企业贷后动

态，由于采用手工台账式贷后管理，效率低且统计不到位；

人工判断及识别风险，往往受限于个人经验及数据及时性，

且专家经验不能被及时共享。二是缺少有效预警：目前多

为无差别地设置统一监控项，未做到多源风险整合及关联分

析，预警消息不精准；对审贷风控业务知识未进行充分有效

的利用，客户的审贷、风险排查和风险管控未做到全流程打

通，只是简单地分发企业客户负面信息。三是风险分析不到

位：金融数据繁杂，信息整合及理解已超过人工分析极限；

信息分析不及时，风险过程追踪、全貌对比难度大，导致风

险评估滞后。四是风险全貌无处查：管理者无法及时了解和

督办风险预警的落实情况，不能全局掌握风险概况；缺少专

门的平台展示各分行各部门层面的客户风险、客群风险以及

各环节风险全貌。

数据智能，从痛点出发助力业务数字化升级

面对业务开展中的痛点，感易智能在技术及产品层面的

解决思路是：在数据服务层面，整合多源风险信息，对非结

构化和结构化数据实现全面的信息抽取、融合，再进行沉默

数据激活。在业务分析层面，对金融数据与行业数据实现事

件化理解，从数据中抽象出更便于业务人员理解的信息，包

括谁发生了什么事，此事有哪些关键信息，它会影响到谁，

并会导致什么事发生。在业务应用层面，将业务风险监控与

专家智识相结合，最终为风险条线业务人员提供直观的、便

捷的应用工具。

而感易智能的企业风险预警管控系统可做到实现企业

风险穿透识别，构建识别企业关系与事件图谱，将专家智识

转换为数字化的、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相结合的风险预警指

标。监控预警亦可做到灵活配置，将“风险事件”与“业务知

识”融合，以支持对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企业客户设置差异

化的风险监控项，实现实时风险预警多端精准通知。同时，通

过信贷风险模型及指标体系提高企业画像的精准性，并将差

异化的分析经验通过系统及时进行共享传递，业务人员即可

通过财务分析、股权质押、关联风险传导、动产抵押、舆情事

件、行业专项分析等维度可视化排查企业风险状态。

为了方便管户风险全局管控追踪，风险经理可通过该系

统业务工作台，实现管户风险统计与查询；管理者亦可通过

驾驶舱，了解经营机构风险概况、业务信贷评分情况、风险

监控概览及风险客户信息，实现全貌掌控。

目前，感易智能的企业风险预警管控系统已在某股份

制银行对公业务条线应用，其风险事件模型业务实测准确率

超过90%，高风险样本识别准确率超85%。平均预警时效比

历史实际发现提前数月，作为辅助系统帮助审批了百亿规模

的授信，并帮助其贷后管理单户时间从以前的多人天缩短至

几分钟。同时，辅助风险经理在贷后环节配置监控了全量管

户，成功管控风险敞口数十亿，每年节约千级别贷后管理人

天数量。

事件理解，让机器深入洞察金融信息现状

做好金融数字化风险管理的基础是要加强大数据及人

工智能技术的应用。金融大数据目前仍局限于财务、资产、

业务、交易和客户信息等结构化数据处理层面上，这些仅

占金融业务数据的20%。而各类纸质文书、电子文档、Web

内容、多媒体等近80%的大量非结构化数据仍掩藏在冰山之

下，未被充分利用和挖掘，且这类信息的繁重性早已超过了

人类处理的极限。

对公业务风控仍需数字化升级

感易智能 CEO——胡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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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面对这些多样、海量、增速迅猛的数据，理解和应

用非结构化数据，对实现风险管理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愈发重

要。而非结构化数据处理的技术关键即是语义理解。通过语

义理解，可实现对非结构化数据信息抽取和知识整合。在信

息抽取层面，需要机器能实现从网页、文本、图像视频等非

结构化数据中自动提取对应用场景有价值的关键信息，来进

行沉默数据激活；在知识整合维度，则是要通过结合应用场

景、挖掘数据的关联关系、建立数据的业务链接，进而实现

信息整合及知识图谱构建，从而发现金融场景中的业务风险

和机会，以打破数据孤岛的现象。

对金融信息更深层的语义理解，还需要达到“事件化”

的刻度。认知科学家们认为人们是以事件为单位来体验和认

知世界的，事件符合人类正常认知规律。从哲学的角度看，

事件被定义为现实世界中事实的具体表现，如维特根斯坦在

《逻辑哲学论》中论述到“世界是所有事实的总体，而非事

物的总体”。并且，事件是语义表示当中最重要、也是最核

心的部分，所以构建一个语义知识库，离不开事件的表示。

感易智能金融事件体系在技术层面，主要包括结构及非

结构化数据智能解析、事件语义理解、事件图谱分析等处理

过程。通过技术的层层处理，最后整理出更便于业务人员了

解的信息。目前感易智能按照公司、行业、股票、债券、基

金等不同主体建立了不同的金融事件体系，逐步构建了事件

模型270个，事件标签809个、事件衍生指标近300个。以事件

为基础理解和分析金融信息，才能够更好地对业务进行预测

和指导，不仅可以提高风险管理中的业务价值，还可支撑商

机获客、预审尽调和投资管理等多种业务场景。

当前阶段，银行数字化正进入智能化阶段探索期，数字

经济也正步入高速发展期。在“十四五”规划指导之下，助

力实体经济发展和产业端升级，也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公业

务中的重要一环。因此，在发挥好服务国民经济发展作用的

同时，也应在各业务环节提高其业务系统自动化应用及服务

水平，以及做好数字化多维风险管理。感易智能作为数字经

济时代的认知计算引擎，愿助力金融数字化创新，将自身打

造成卓越的数据智能产品及服务平台，以数据智能驱动业务

专业升级，与金融机构共同推进业务经营和产品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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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闽第一站”2021 年春运志愿服务活动开展

2021年2月2日，由“八闽第一站”及茶园街道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主办的“八闽暖冬回家路·五福新春志愿行”——

“八闽第一站”2021年春运志愿服务活动在福州火车站开

展。晋安区委组织部、福州市火车站地区综管办、晋安区委

文明办、晋安区老干局、共青团晋安区委员会等15家单位以

实际行动，共同参与春运志愿服务。

今年春运，福州火车站旅客发送量较去年有明显减少，

但“八闽第一站”志愿者的身影却依然坚守岗位，为往返旅

客提供问询向导、行李搬运、道路指引等志愿服务。

该活动从1月28日开始，至3月8日结束，总计40天。活

动内容概括为“幸福五个一”，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一

杯福茶送心意，为返榕人员送一杯热茶、热水，给予出行回

家的人以温暖；二是一套福联送福气，主办方邀请文化志愿

者现场写春联送祝福，还为赶时间的旅客赠送定制春联，营

造春节的喜庆味；三是一份福礼送温情，送一份一次性防护

口罩或手套、保暖手套、暖水袋以及疫情防控手册或疫情防

控宣传页等，为旅客返乡提供服务；四是一个福码伴出行，

邀请返榕人员关注闽政通APP，为旅客市民提供注册指导服

务，方便随时随地通过八闽健康码关注健康状况，及时了解

惠民政策；五是一句祝福送能量，通过微信大屏互动的方式

邀请市民写新春祝福，营造吉祥如意的春节氛围。

此外，主办方还邀请福州市第八医院、茶园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义诊，现场还提供核酸检测咨询、

道路引导、安全劝导等一系列有温度的志愿服务。春运志愿

服务是“八闽第一站”固定的服务内容之一，在春运期间人

流密集的火车站，“八闽第一站”的志愿者主动投身志愿服

务，努力为广大旅客营造出温馨、舒适、安全、便捷的出行

环境。今年，主办方还对志愿者开展了防疫知识的培训，在

确保疫情防控各项保障的前提下，科学有序地开展志愿服务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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