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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机构掌握了一定量的客户信息数据，就以为掌握了大数据，忽视对数据分
析工具和方法论的研究。在金融业务中，这有可能影响其对风险的识别和防控，
并造成风险的积聚和扩散。

文  |  杨凯生

大数据             方法论“降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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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

施方案》全文网上曝光，包括第三方支付、

P2P 网贷、股权众筹、互联网保险、投资理财，

以及互联网跨界资管，甚至互联网广告，都将

面临一轮集中整治。

分析整治的原因，会发现在法规不够健全、

监管不够有力，行业自律较弱，投资者教育欠

缺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症结——企业和机构对

大数据技术的理解和认识存在一定偏差。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给人们提供了新

的工具，即从更宽视野、更多维度、更全方位

来认知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方法。但部分机构掌

握了一定量的客户信息数据，就以为掌握了大

数据，忽视对数据分析工具和方法论的研究。

在金融业务中，这有可能影响其对风险的识别

和防控，并造成风险的积聚和扩散。

因此，在互联网时代，企业和机构对大数

据的认识，需要结合正确的方法论、认识论，

处理好碎片化的信息和完整性的数据、以及结

构性的数据和非结构性的数据的关系。

大小不能以量区分
有人认为，有了大数据，就可以轻视对传

统小数据的开发和利用。但大数据有大数据的

长处，大数据也有大数据的不足，两者无法相

互替代。

 尽管迄今为止，并没有对大数据统一而

权威的定义。但大数据的重要特征，在于它应

该既包括结构性的数据，以及在生成的时候表

现为非结构性数据的信息。而小数据，主要是

指传统的二维结构性数据。

从技术角度上看，传统的小数据有经典

的数理统计分析模型和成型的挖掘技术。而

大数据的管理理论、分析方法仍在快速发展

和跟进，特别是要采集、挖掘和使用非结构

性的数据，仍没有完全成型或者定型。此外，

还有一部分非结构性的数据，在最后使用的

时候需要通过技术手段把它转换成结构化数

据才能实现。

从处理角度上看，大数据会随着数据量的

急剧增加，其中的数据噪音会有快速增长。有

时，数据噪音的增长幅度会快于数据量的增长

幅度。因此，在大数据领域，对其挖掘、筛选、

清洗的成本，将会明显高于小数据。

从相互关系的角度看，大数据通常比较容

易反映的是事物的相关关系，而小数据往往容

易得出的是事物的因果关系。在很多情况下，

相关关系是不能简单地代替因果关系的。小数

据它可以抽取世间的一些事物最核心的内容，

最基本的内容。因此与大数据相比，小数据的

单位信息容量更大，所以大数据的颗粒度和小

数据的颗粒度不同。

以银行的数据为例，我们经常定义其为小

数据，因为它都是以会计为基础，以计算为

方式表现出来，反映了交易活动最核心的内

容和最终的结果。比如，客户存款多少、贷

款多少、买了黄金多少等等。但是，客户之

所以进行这个交易、他的决策过程、行为路径，

就无法通过传统的小数据，也就是银行的账

本反映出来。

而收集这类信息，却正是大数据的优势。

作为一家银行，如果能够通过收集、掌握大数

据，了解客户的行为路径，了解客户的决策过

程，无疑对提升服务水准、防控金融风险价值

很大。所以，只有把小数据方法的完备性、准

确性，同大数据分析的多维性、及时性融合起

来，才能对管理带来一种质的飞跃。

风险不应自我回避
《巴塞尔协议 III》中，要求银行业在观

察客户的违约概率和违约损失率时，数据积累

的长度必须长于 5 年或 7 年，甚至更长时间。

在互联网时代，
企业和机构对大
数据的认识，需
要结合正确的方
法论、认识论，
处理好碎片化的
信息和完整性的
数据、以及结构
性的数据和非结
构性的数据的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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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于数据清洗还要有严格的流程。巴塞

尔委员会之所以做这项规定，就是为了避免因

为数据的缺陷，而导致在风险识别和计量上出

现失误。

但在新晋互联网企业对投资人和客户的宣

传中，往往会看到一句话：运用大数据技术。

且不论这种对客户群行为数据的保留和采集是

否经济、合理和必要，单从数据是否完整上看，

就已经把自己得到的数据误以为是全量数据；

把自己所拥有的一个样本，认为是具有充分代

表性的随机性的样本。

盘点部分“出事”的互联网金融公司，除

了一些人为的原因，大多数都存在这种对于数

据的片面理解，过分高估了自己的数据处理能

力——对自己拥有的这些数据，究竟能不能用，

应该怎么样用于风险识别和管控，他们并没有

经过反复验证。

但凡了解建模、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的人，

都明白模型越是复杂，纳入的变量越多，就越

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个也证实我们在金融

风险的管控当中，必须注意到的模型风险。在

看待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时，都要借用大量的

模型，而模型的质量怎么样，模型是否可靠，

实际上最终决定了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

作风险的识别和计量是否准确。

这就像金融企业面对的客户，客户的个

性化、差异化很大，要对他们各自的违约风

险和违约损失做出判断，仅靠一些模型的评

估可能还不够，有时还需要借助必要的专家

判断。

比如审批贷款时，会采用高分段自动进入，

低分段自动拒绝、中段分段机器识别以后加以

必要的人工干预的方法。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

候大家经常抱怨银行效率太低，放一个贷款需

要审来审去。首先，高分段经过严格的评估以

后，高分段大体占到个人按揭贷款的 20% 左右，

进行自动审核的。而企业贷款，法人贷款，是

要经过模型识别通过以后，才能进行第二轮判

断。

大数据时代可能更迷茫
大数据的优势，在于其可以直接把音频、

视频，包括文字非结构化的数据都能数据化，

这样的话分析使用起来就会很便捷。但在记录

当中，可能搀杂着噪音、埋伏有陷阱。所以，

对于数据信息的不当理解，对于数据分析方法

工具的盲目应用，让我们面对茫茫数据时，有

可能变得比以往缺乏数据信息的年代更加迷

惑。

因此作为数据的使用者，我们应该明确的

是，人不能成为机器的奴隶，因为机器和模型

都是为我所用的，本身就是人设计的。同时，

并非世间万物都是可以数据化的，比如人的情

感。

尽管有人说，未来的一切都可以数据化，

比如现在，有人已经通过云计算和大数据分析

写文章。但我认为，一些数据化较强的分析文

章可以写，因为这类文章本身就公式化的。但

是，类似《红楼梦》这种充满情感的文字就不

太可能，因为通过自动生成的诗词，很难达到

较高的艺术水准。

因此，作为互联网时代的现代人，只有学

会了怎么样客观地看待数据，怎么审慎地选择

方法，才能从这个复杂的社会中提炼出比较有

价值的结论。也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具备了大

数据思维和互联网思维。

大数据的优势，
在于其可以直接
把音频、视频，
包括文字非结构
化的数据都能数
据化，这样的话
分析使用起来就
会很便捷。但在
记录当中，可能
搀杂着噪音、埋
伏有陷阱。

远见       Insights

（作者系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特邀顾问、中国
工商银行原行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