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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金融：发展与创新研讨会 
——暨《消费金融创新报告》发布会  

王刚/主持人： 

各位好！我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的王刚，

感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邀请，下面进入下一个

环节的圆桌讨论。有请 5 位讨论嘉宾，中国银联北京

分公司的邱键，TalkingData 的 CEO 崔晓波，脉脉的

林凡，聚信立的创始人兼 CEO 罗皓，还有第 1车贷董

事长李海燕。 

刚才工作人员跟我讲，咱们的时间要如期在 5点

35 结束，这给我非常大的压力。直接聆听几位嘉宾对

一些问题的看法，事先我也准备了一些业界和消费者

都比较关注的问题，我们就直接按照顺序请大家做一

个发言。同时由于时间确实非常有限，请各位嘉宾配

合，每个问题的发言请大家控制在 3分钟之内。 

首先进入第一个话题，大家都知道消费金融天然

具有这种规范性、综合性的特征，有大数据做消费金

融，技术的前提就是怎样从海量的数据中筛选出优质

的数据。我想请问在座的 5位嘉宾，根据咱们的业务

实践，这方面是怎样来做的。同时过程中可能会涉及

到把社交数据、电商数据转化为技术，这个过程中有

哪些难点。 

按照顺序，首先有请中国银联北京分公司的邱键

副总经理。 

 

圆桌论坛： 

大数据、人工智能在消费金

融的运用脉脉 CEO 

 

王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 

银行室 副主任 

丘键 

中国银联北京分公司     

副总经理 

崔晓波 

TalkingData CEO 

罗皓  

聚信立创始人兼 CEO 

林凡  

脉脉 CEO 

李海燕  

第 1车贷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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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键： 

大家好，我是丘键，来自中国银联。中国银联是全球第一大发卡量和交易

量机构。今天的主题是消费金融，大家都知道中国银联是做支付以及支付衍生

场景的一些工作。刚才主持人提问的问题，讲到了大数据，银联拥有所有的基

于银联卡的交易，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的跨行交易的数据信息，这些数据信息

如何对一个用户进行画像，这里面有很多工作可做。 

现在只讲一下对消费金融的认识。大数据一定要在风控，在客户征信体系

中发挥作用，前提是要在海量的数据中找到相关性，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要避免

经常所说的一两个问题，一个是数据缺失的问题，二是数据挖掘上的，工具性

的一些偏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要对一个消费金融业务进行充分的尝试，

就应该把最有利的数据信息和最相关性的信息抽出来进行分析。主持人也提到

了，不论是社交性信息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生活信息来讲，对一个人来讲，

肯定支付型是第一位的，你浏览成百上千个网页，也不如你下单的那一刻。从

这一点来讲，我司也会有很多具体的探索。 

 

王刚/主持人： 

下面有请 TalkingData 的 CEO 崔总。 

 

崔晓波： 

TalkingData 是一家数据型的公司，我们现在覆盖的领域比较广，既有金

融，包括银行、券商、保险、私人银行等，也有地产、零售、快消、航宇、政

府等等，相对来说是跨行业比较多的公司。对消费金融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是这

么看的，因为我们服务很多金融企业，有传统银行，包括网络经营信用卡的部

门，又有互联网公司。大数据在这个过程中主要有两个定律，第一个是大数据

定律。前段时间，跟一家互联网金融做模型去验证大数据定律，包括失信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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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守信模式基本上是类似的，跟这个基本相关，做营销策略包括风控规模的时

候，都是跟大数据相关。 

第二是在跨界本身。刚才有些专家提到，不应该是消费金融，而是消费者

金融，是研究人的。人有很多属性，既有金融属性，也有很多其他属性。我们

在 2014 年跟几家信用卡银行尝试做用户分群，尝试把信用卡用户跟游戏用户进

行交叉，利用信用卡的一些积分去兑换一些游戏币，发现效果非常好，对沉默

客户的唤醒有非常明显的效果。 

对我们来讲是这样两个场景。 

 

王刚/主持人： 

谢谢崔总的分享，下面请聚信力的创始人兼 CEO 罗总分享。 

 

罗皓： 

大家好。今天的主题是消费金融，我主要还是提一下过去几年从数据的角

度如何运用到风控上的一些感想，不管是消费金融也好，信贷也好，信用卡也

好，从数据的本源上来讲，我看上面写了一个信用数据，本质上非常简单，谁

在借，谁批了，谁还了。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针对没有这三方面信息的人群，

在大型的征信机构或者监管部门拿不到谁借了，谁批了以及谁还了的数据。 

从 2008 年、2009 年，我注意到在美国有那么几家公司开始用社交数据包

括电商数据判断一个人的资信状况。本质上这些数据都是一些补充，或者跟刚

才所说的三个数据有一些关联性，我觉得这中间有几个难点，第一要考虑到数

据的精度问题，在过去几年，有非常多的数据来源于不同的渠道，其实这中间

有非常多的不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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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数据的覆盖度。这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我们在过去几年服务

客户的时候，发现客户除了关心数据的真假以外，第二关心的就是覆盖度的问

题。 

第三，数据的有效性。有效性反映在消费金融上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方面，比如数据是不是能够判断出这个人欺诈的问题。对于信贷或者是

消费金融，用数据可以解决几个问题，第一，判断他是不是欺诈，第二是还款

能力，多壳借贷，还有当他不还钱怎么解决他失联的问题。从有效性的角度，

欺诈的角度来说，用到了他的还款能力还有偏好等等。 

最后一点，因为现在转型速度很快，我们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数据的易读

性和可用性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推出的产品，发现有非常多互联网的数据，大

家都觉得这个非常有用，但是不知道怎么用，所以会有很多的数据翻译过程，

无论是消费金融还是现金贷在发展过程中都应该注意的问题。 

 

王刚/主持人： 

下面有请第 1 车贷的李海燕李总。 

 

李海燕： 

大家好，第 1 车贷是 2014 年成立的，第 1 车贷的模式跟大家纯个人消费

模式不太一样，因为汽车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属性，汽车的抵押权，这和房产是

一样的，所以在车的消费领域里面，在模型上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汽车领

域基于的一个是数据或者是人，另外基于的是一个车。 

说一下大数据在汽车领域里面的应用，或者今天的话题可以分为两类，一

类，如果有数据了，如何取得用户源。另外一个，如果有了数据了，如何去掉

中间的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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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的乱像很多，风险的核心是反欺诈。很少大家会说风险的核心是数据

模型或者数据的校验。为什么提到反欺诈，就是因为敌在暗，我们在明。我们

的对手在很多技术层面上并不是一个小白，他们也在深入研究。我前两天看了

一篇文章，大概的意思就是大数据的征信其实是有一点不太靠谱的。我不完全

赞同这个理念，但是里面的一个难题是反欺诈的难题，在汽车领域里，反欺诈

现象的普遍性是我们很难想象的，汽车领域是一个大家叫做薄毛利、大规模的

领域，它的毛利利差比较薄，规模又很大，它不是一个高利率覆盖高风险的东

西。在这个模型下，反欺诈显得尤为重要。反欺诈在汽车领域就是一个场景，

如果场景错了，或者交易里的场景不对了，被欺骗的概率是很高的，甚至被欺

骗概率是几十台车，上百台车的概念，所以在汽车领域大数据的应用更是反欺

诈的一个模型和车的真实交易场景的一个应用。 

当然这个话题就比较深了，暂时先说到这儿。 

 

王刚/主持人： 

下面请脉脉的林总。 

 

林凡： 

大家好，我是脉脉的 CEO 林凡，脉脉在 2013 年底上线，逐渐成为中国最

大的资产支出平台，有很多互联网的 CEO 加入进来，比如今日头条的张一鸣，

那时候还没有这么著名，现在已经成为一家著名的公司了。 

在脉脉发展历史上，我们一直跟金融或消费金融走得比较近，2016年，跟

京东金融、支付宝以及很多家金融机构展开了合作，把脉脉的资产数据分享给

各家做数据的分析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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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听到了很多关于数据的使用，越有价值的数据是跟人的长期属性有关

的，比如他在百度工作过，或者他是一个做了十年的工程师，这些职业的属性

能够跟用户实际的消费能力产生比较紧密的结合。 

我们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社交网络，社交网络数据的伪造或者数据的真实性

会变得比较容易控制。你说你是百度公司的，这个很容易，自己在资料上填一

下就好了。但是如果说你的朋友里有存了你手机号码的一些人，他们是百度公

司的，或者说他们没有一个是百度公司的时候，这时候你是不是百度公司的人

这件事情的风险就比较大了。 

通过整个社交网络和个人信息数据的交叉验证，比较容易能够建立出一个

征信模型。而且这个模型相对来讲，用户的伪造难度要大很多。这可能是我们

在这方面一些小的看法吧。 

     

王刚/主持人： 

我们准备的第二个问题，有关人工智能的。这个问题是说，如何看待人脸

识别技术，人工智能在下一步，在未来消费金融中的运用空间有哪些，也欢迎

大家发表意见。这一轮发言顺序颠倒一下，先请林总发表您的高见。 

 

林凡： 

我博士的时候，刚好是读了人工智能方向，所以一直也是关注人工智能在

整个新的产业里的一些应用的场景。我有两个感觉，第一个感觉，人脸识别随

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已经普遍加入到这些场景里来。一家服务的提供商一

定要把准确性和覆盖面做到一个平衡，我相信再应用两到三年时间，这种伪造

的技术应该也是不太能够实现的。 

但是人工智能本身在消费金融的使用上，我有一个比较大的预测，因为大

家搜集到的个人数据越来越多，这么多维度，比如几百人的数据跟一个人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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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信程度的相关性，这件事情其实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复杂，或者非常强大的计

算模型出来。我觉得一段时间后，这个模型的准确性可能会超过很多现有成熟

的模型。我觉得这个时间点有可能是在三年左右，特别是国内一些数据的连通

性更好以后，人工智能技术本身会产生很大的冲击和应用。 

 

李海燕： 

关于这个话题，我觉得有点汗颜，因为在汽车领域有一点特殊性，车一定

要上牌的，人必须是真实的。所以在这个领域里，人脸识别技术已经广泛应用

了，而且应用的广泛度还是比较高的。在汽车行业里虽然有一个落地上牌的过

程，但是线上的放款速度越来越快。基本上在汽车领域，30%的放款需要两天时

间，余下的 70%只需要两个小时。人脸识别的技术应用比较广泛，但是我们自己

不会开发这个。 

 

罗皓： 

其实我对人脸识别技术并不是那么熟悉，但是从概念上来讲，我觉得这个

技术首先解决了几个基本的问题，比如办理远程业务时，首先判断你是不是人，

因为欺诈团伙可以用各种设备伪造人形，第二判断是不是活体。从数据到个人

的维度来讲，从弱到强，比如最弱的，像设备的数据，手机号、身份证，再往

上是人脸，一个人同时有几个 ID 的可能性逐步降低了。 

讲到人脸识别，我觉得结合一些高维度的人脸，以及偏好和性格，人脸可

以在其他方面做一些模型，可以做一些尝试。因为有句古话说得好，相由心生，

通过数据和人脸，包括五官及延伸信息，我觉得这中间可以用数据解决一些相

由心生的问题。 

另外一点就是人工智能。我前两天在日本看一个电视节目，刚好有专家在

讨论人工智能，我听不懂，但是上面有几个字“人工知能”，我觉得人工知能

这个词用得非常好。因为现在还谈不到所谓应用技术或者数据去创造一个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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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的产品，比如判断什么会审批，会智能化地创造一些人工智能产品，现在

还处于知道的阶段。 

我个人观点，未来五年内，当数据开放性、数据定价等这些问题都逐步被

解决的时候，当数据大范围丰富，硬件及其处理能力得到急剧提高后，人工智

能在消费金融，以及其他领域才有更蓬勃的发展。 

谢谢！ 

 

崔晓波： 

首先这是一个特别混淆的概念，包含了多种技术。我们现在看到的比较成

熟的应用是图像对比，更多甚至是人像比对的技术，而实际智能产品里也应用

比较多。 

第二，我们现在研究两个方向。从图像上，第一个是情感，我们在大时代

地区，对这个地区的人的情感指数进行搜集。第二个是把火警数据跟社会数据

做打通。第三个是在其他商业用途里，像以前大家着重在人脸识别，但是现在

在零售业，更多是在做一些穿衣风格的检测，比如是衬衫还是一些其他的检测。

从人工智能上，现在已经有非常成熟的应用，比如硅谷出一辆明星车大概只需

要三个月的时间。 

但是总体上，还是没有找到方向的问题，基本上看不到人工智能的未来，

包括现在几个顶尖的斯坦福的团队，给我看过一个魔镜，有点像直播里对网红

做的一些化妆或者扭曲的一些东西。还看到另外一个可能有点商业价值的，用

图像和深度学习的方法摘苹果，通过判断苹果和枝叶的距离，然后用机械臂把

苹果摘下来。因为美国的苹果检测是比较严的，枝不能掉，还不能有任何的痕

迹，而且还规定杈的长度。在这些领域还是比较成熟的。 

 

丘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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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主持人讲了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概念，一个叫人脸识别，一个叫人工智

能，我讲一下我相对熟悉一点的人脸识别吧，讲讲人脸识别与支付和消费金融

的关系。 

首先不论是人脸识别，还是眼睛里面的虹膜识别，这些生物识别技术，为

什么大家会热议这个事情，实际上是完成一件事，叫做深度验证。 

第二，所有支付行为，都可以拆解为两点，第一点叫做身份验证，你是这

张卡的持卡人，也是申请人。第二点，信用支付是支付的一种，消费金融也是

支付的一种，之所以人脸识别在互联网金融大潮里变得那么重要，是因为它是

身份验证的一种方式，身份验证又是信用支付里非常重要的基础。 

第三，人脸识别技术到现在有很多公司正在做，我所了解的国内有不下 5

家公司做得非常突出，大概在天安门广场上根据照片抓到你，这个已经比较成

熟了。 

但是我想说，所有的技术，弄一个人脸识别或者身份验证的渠道不同，在

我们现有情况下，对银行为什么那么重要。刚才有一位天津金城银行的，是第

一批 5 家民营银行的行长，这 5 家银行行长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监管的要求是

一行一店，一个银行只能有一个物理网点，下半年可以在其他地方扩展。目前，

只能走线上获客的道路，线上获客一定要解除一个基础性的问题，远程开户，

这是网上银行必须面对的。第一要进行远程身份验证，包括人脸识别、虹膜都

必须验证，然后后台，包括身份证验证信息中心进行比对，银行卡数据信息进

行比对，还有开户之后留下的信息进行比对，这都基于技术。第二，大家都知

道从 2015 年下半年开始到今年有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在整个支付行业或者在整

个金融界，我国的金融账户和支付账户开始进行分层次了，这是一次非常伟大

的事，或者是全球的第一次，其他国家都没有见过。2015 年人民银行关于账户

管理办法，把银行客户分成三类，开通权限不同和限额不同的账户。我觉得整

个社会在进步，人脸识别等这些生物识别技术的进步，加上制度上的革新，使

得远程开户在未来成为一种可能。我国直销银行的发展和未来包括消费金融在

内的各种线上的金融获客业务的发展，就是知识的进步加上技术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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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刚/主持人： 

感谢 5 位演讲嘉宾的精彩分享，也感谢所有坚持到最后的在场听众。谢谢

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