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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丨高声谈 

以融资性信用保证险为主体的信保行业自 2017 年的迅速发展得益于

我国互联网消费贷和汽车金融市场的快速崛起（详见《我国信用保证险的

现状——信保系列谈之二》，高声谈公众号进门右转），以融资信用为投保

标的的信保机构通过为次级客户提供增信参与到信贷产业链条中，提高了

信贷、保险的普惠性。 

当前，信保业务的风控手段与信贷业务的高度一致，因此，对新形势

下互联网信贷业务的风险理解与风控能力掌握，应是信保机构的基础能力。

随着线上信贷技术日臻成熟，具备市场一流的线上量化风控能力是信保部

门的必修课。这需要体制机制的保驾护航，必须建立一个与市场充分接轨

的量化风控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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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风控：信保机构的优先选择 

在自有风控能力自信面对“全敞口风险”前，场景风控是实现风险闭

环的好方法——即通过主业对借款群体的“影响力”或资金闭环等控制手

段，达到对借款人正常履约足够的“威胁”作用；同时结合对可控、真实

数据的量化分析，形成风险认识与控制的“组合拳”。如保险分期产品，

可通过逾期退保方式实现资金闭环；再如修理厂贷款，可通过理赔款闭环

偿付锁定本金安全。 

笔者认为：场景闭环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信息流闭环，即信保

机构掌握借款人生产、生活用款过程中的信息流，可以准确了解借款人经

营状况、项目进展、产品或服务购买或使用进度等情况。在此基础上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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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合适的风险分析和控制手段，据此判断借款人的资信状况较为客观准

确。 

第二个层次是资金流闭环，即信保机构自身或者通过合作可以掌握借

款人的回流资金，通过回款强管控适度降低对借款主体的资质水平和授信

评估，极大提高了风险的可控性，是最为简单、直接的风控方式。就目前

银行等资金方合作意愿看，双闭环的合作意愿最强，其中资金流闭环最为

重要。基于资金流闭环的产品设计，如果市场规模足够大，同时有严格的

操作流程，银行便具备较强的合作意愿。 

单纯基于信息流闭环的信保产品，只有在相关领域有长期放贷经验，

或是与风险偏好和创新性较强的银行合作方有可行性，与此同时银行的资

金成本往往较高，符合高风险与高收益的匹配原理。随着普惠金融渗透率

的不断提升，能够掌握资金闭环的信贷产品越来越少，倒逼着信保机构进

一步夯实内功，在某一领域、某一产品中打磨好风控手段和产品打法，不

断提炼形成核心竞争力。 

对还款意愿的把控：一个容易忽视的问题 

再高超的风控技术最多只能解决借款人的还款能力问题，但始终无法

解决还款意愿问题。还款意愿取决人心，而人心并不是稳定不变的。现有

的信贷技术只能通过分析借款人过去的信用执行记录来延续对其信用状况

水平的看法，如果借款人因为突发事件变坏了呢？或者过往信用记录不好

的人发自肺腑“改过自新”了呢？信贷或信保机构其实无从判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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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方法是，通过加大对客户逾期行为的“威胁”力度，加大违约成

本和惩罚力度，迫使其保持较好的还款意愿。因此大家才会喜欢资金闭环，

或是基于生态控制力设计的可增加对借款人“逾期威胁”的产品流程。笔

者始终认为，蚂蚁的信贷产品表现优异，不仅仅是蚂蚁金服风控团队的功

劳，更是与阿里打造的淘宝生态对借款人的控制及“逾期威胁”程度息息

相关。 

量化风控方法论详解 

经过多年实践，大数据量化风控的效果得到了科学验证。IMF2020年

课题《中国中小企业金融科技信贷风险评估》指出：“随机森林+大数据”

的模型效果整体上优于传统评分卡，并且由于数据维度更广、模型迭代频

次更高，其对规模以上信贷产品效果更优。 

量化风控的工作思路是：通过对坏样本大数据参数字段的特征挖掘，

提炼反欺诈或拒绝策略；通过分析不同因素（参数字段）与收入能力、负

债规模、还款能力、还款意愿、违约概率等 Y 值的关联度与影响因子，结

合风控偏好选择入模参数，进而形成判定分数支持具体决策。 

经过多年工作经验总结，笔者认为做好量化风控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01 

数据的全面、稳定输入 

围绕个人行为的数据维度越多，挖掘出有用参数的可能性越大。其中，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14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