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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份微小的需求 都是小微崇高的追求



每一份微小的需求 都是小微崇高的追求

1.资金的供给端（银行）—数字化如火如荼

银行端

理念：服务从“一个物理的地方”，变成“永远在线”。

模式：能线上不线下，能集中不分散。

路径：先个人零售业务，后对公业务。

据统计，各大银行的数字化投入达百亿级别，每年增长20%以上。



每一份微小的需求 都是小微崇高的追求

2.资金的需求端（小微企业主）—新特点：网络市民

客户端

年龄结构：70、80，90，00后……

生活偏好：习惯“点点点”，喜欢“网购”的体验。

资金需求：短，频，急，快。



每一份微小的需求 都是小微崇高的追求

2.资金的需求端（小微企业）—老问题：融资难

看财务 混乱：无报表、无凭证、几套账、公私账不分。

看债务 不清：民间借贷、网络借贷、高利贷。

看购销 无痕：无合同、无记录、无发票。

看老板   不准：“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看兜底 不足：轻资产、无资产。

世界性难题：人工尽调成本高、效率低、风险大、不敢贷。



每一份微小的需求 都是小微崇高的追求

2020年，公司提出“123”战略。

1个目标：灵活高效市场化经营机制、数字化政府性担保平台；

2个支柱：国担、创担；

3个依靠：制度、人才、数字化。

作为链接银行和小微企业的政府性担保机构，我们已将数字化

转型作为长期战略。



2015年1

完全依赖第三方，购买成品业务

系统+补丁式二次开发

2021年3

“小微数字平台”建设，逐步走出一条“自主研发、自主

产权”的数字化建设道路

2020年
2自主开发与外包服务相结合的建

设模式

每一份微小的需求 都是小微崇高的追求

建设历程



架构功能PART

每一份微小的需求 都是小微崇高的追求



总体目标

每一份微小的需求 都是小微崇高的追求

客户 银行 小微担

⚫解决尽调成本过高问题：

电子保函、快速放款。

⚫解决风险过高问题：

快速获得代偿，迅速消化不良。

⚫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多维度数据画像，智能风控。

⚫解决效率问题：

主动获客、流程再造、解放人力。

全域覆盖  贴近市场  快速触达  高效决策  数据交互  成果共享  

⚫解决渠道问题：

线上触达。

⚫解决贷款手续繁琐问题：

线上申请、线上签约、线上放款。



总体架构（建设内容）

每一份微小的需求 都是小微崇高的追求

代偿补偿
资金系统

大数据分析系统

智能风控系统

小微数字平台

业务管理系统

移动APP

财务系统 官网

OA系统 官微



建设情况

每一份微小的需求 都是小微崇高的追求

基础设施平台
（独立机房、私有云、内外网隔离）

薄前端：小程序，多平台，
多窗口，快速响应客户诉求。

强后端：技术支撑，安全
保障。

技术支撑

数据驱动

大数据分析系统

OA系统 财务系统

移动APP 官微官网

智能风控系统

厚中端：内外部大数据汇集，
统一口径，规范标准，深度
挖掘。流程再造，赋能管理，
功能切割，产品配置，减少
重复开发。

数据驱动

赋能业务

业务管理系统



审核
审批
审核
审批

合同
签约

抵押
登记

放款 保后
解保

代偿
追偿

业务全生命周期

每一份微小的需求 都是小微崇高的追求

全生命
周期

全流程

保前 保中 保后

移动
APP

业务管理系统 风控系统 官微官网 财务系统 大数据分析系统子系统

基础能力
框架 电子签章 在线签约 活体识别 在线支付

立项
尽调

审批
出函

合同
签约

抵押
登记

核销支用
放款

代偿
追偿申请

电子税票



实现路径PART

每一份微小的需求 都是小微崇高的追求



1

建立贯通前中后台的制度流程体

系，确保制度规则、流程环节、

需求设计统一规范，环环相扣并

相互支撑。

基本前提是标准化

数字化是一场认知和文化革命，是生存问题而非选择问题。

2

将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一切资源、

数据颗粒化，转化为可应用于数

字化技术的数字和数据，建立数

据字典、数据维度、数据标签等

核心关键是颗粒化

3

以客户为中心，提升客户体验，

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理

念，引领和满足客户需求，实现

客户的价值

初心使命是更好服务客户

4

面对政府性融资担保业务的复杂

性和挑战，需长期面对、循序渐

进攻坚克难，借鉴经验并不断完

善与创新。

成功必须秉承长期主义

每一份微小的需求 都是小微崇高的追求

树立全员数字化思维



每一份微小的需求 都是小微崇高的追求

实施企业“一号工程”

政策文件
要求

2020年9月，国资委《关于加
快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
作的通知》指出“要实行数字

化转型一把手负责制。

关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通知

（三）做好数字化转型资源保障。
    要实行数字化转型一把手负责制，企业主要
负责同志应高度重视、亲自研究、统筹部署，领
导班子中明确专人分管，统筹规划、科技、信息
化、流程等管控条线，优化体制机制、管控模式
和组织方式，协调解决重大问题。建立与企业营
业收入、经营成本、员工数量、行业特点、数字
化水平等相匹配的数字化转型专项资金投入机制。
加快培育高水平、创新型、复合型数字化人才队
伍，健全薪酬等激励措施，完善配套政策。



每一份微小的需求 都是小微崇高的追求

实施企业“一号工程”

企业的人财物均应围绕数字化
转型进行匹配，全力保障数字
化投入和产出。

数字化是全局
性工程

早期   适宜组建灵活机动的“专班”工作组

后期，需要建立稳定、强大、开放的中台架构

业务组 技术组

公司领导



每一份微小的需求 都是小微崇高的追求

再造流程 - 贯通担保业务全链条

重塑流程

O1

拉通梳理各个产品的全业务流程，将每

个业务环节模块化、颗粒化，抽象出各

个产品的共性，并保留个性单独考虑，

求同存异，再造流程，并环环相扣。

完善制度

全面梳理业务，既兼顾共性标准，又包

容个性差异，同时还需考虑未来业务发

展的拓展可能，统一标准、统一流程，

规范操作标准，保障业务有序规范管理。

业务是数字化的基本载体，改造业务流程是数字化转型要迈出的第一步



每一份微小的需求 都是小微崇高的追求

革新核心架构技术功能

自主创新是成功的基础 可采取的转型策略

需求功能设计和技术开发管控 敏捷开发和快速交付

没有自主创新能力，就没有转型的底气，也不可能转型成

功。市面主要的担保业务系统存在技术人员对业务理解不

深不透、开发周期长、技术底层框架相对固定、开发人员

配备不足、响应速度慢等问题。

引入较为成熟系统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定制产品自主研发、

成熟产品外采集成”，以及“敏捷开发+开发运维交付一体

化”的开发方式，革新核心架构技术，全面升级重构业务管

理系统，不断提升自主研发能力，实现核心技术自主掌控。

抽取骨干员工组成业务组，统筹梳理公司全生命周期全流

程链条，实现担保业务生态圈的协调管理。

公司业务技术骨干、三方技术开发人员组成技术组，把控

底层架构技术研发，以及项目开发质量进度管理工作。

技术组下设多个小团队，分模块敏捷开发，形成快速反馈、

快速修正、快速变化、短周期交付的开发机制，大幅提高开

发效率和应对业务需求的响应速度，提高核心竞争力。



每一份微小的需求 都是小微崇高的追求

数字化转型成果

获得国家版权局对担保业务系统、代偿补偿系统、流程引擎、公众号在线服务、低

码平台5大板块的软件著作权登记认证



大数据风控体系PART

每一份微小的需求 都是小微崇高的追求



能不能担保，担保多少？

要不要保后，怎么保后？

哪些要催收，怎么催收？

每一份微小的需求 都是小微崇高的追求

大数据风控



大数据风控—集数据+系统+模型

每一份微小的需求 都是小微崇高的追求

策略模
型开发

风控系统
建设

对公移动展业平台

数据
引入

内部数据积累

集数据+系统+模型的风控体系搭建

定额模型 风险预警

对公决策引擎

对公风险预警

外部数据引入

非目标客群筛查

企业量化评估

风险自动提示

贷后逾期概率预测

移动进件+风险提示+模板定制+核心data入模

规则配置+模型部署+决策流配置

个性监测+智能预警+自定义分发审批+处置

准确、高质量、区分度高数据入模

稳定性强且区分度较高数据入模

准入风险 评估模型



每一份微小的需求 都是小微崇高的追求

反欺诈

人行

精准画像

人社

经信委

司法

工商

运营商

大数据风控—汇聚数据资源

税务

采购 经信委



申请审批阶段 授信审批模型

资格准入策略

风险准入策略

保后管理阶段 保后预警模型 风险预警策略

逾期催收阶段 逾期催收模型 催收策略

额度授信策略

建模目标: 实现担保项目全生命周期的风险管理，形成风控闭环。

每一份微小的需求 都是小微崇高的追求

大数据风控—风控闭环



基本信息 经营信息 信用信息

➢ 申请信息、工商信息判断

符合是否符合”小三创新

“政策资格

➢ 工商数判断经营年限、注

册地准入条件

➢ 股权冻结

➢ 4家第三方公司反欺诈风

险分大于60分，反欺诈风

险等级均为”高风险”

➢ 手机号三要素审核显示申

请人手机号并非自己

➢ 司法数据

➢ 失信老赖名单、

➢ 失信被执行记录

➢ 刑事记录

➢ 人行征信逾期

➢ 未结诉讼案件

➢ 经营状态

➢ 法人变更

➢ 社保缴纳状态

大数据风控—准入策略（要不要担保）

反欺诈信息

每一份微小的需求 都是小微崇高的追求



模块 指标 模块中指标权重② 最终指标权重③=①×②

• 注册资本、经营月份数

• 行业、员工人数

• 去年营业收入

• 去年年纳税额

• 纳税、净利润增长率

• 企业参保年份

• 个人信息模块

• 0.2699

• 0.1997

• 0.1831

• 0.1087

• 0.0797

• 0.1589

• 0.0544

• 0.0402

• 0.0369

• 0.0219

• 0.0161

• 0.0320

• 企业信息模块

• 负债信息模块
• 贷款余额

• 负债年增长率

• 0.3838

• 0.2015

• 0.0863

• 风险模块 • 0.3283

• 年龄

• 性别

• 婚姻

• 学历

• 个人社保基数

• 个人参保年限

• 0.0901、0.1079

• 0.1755、0.0663

• 0.0989

• 0.1091

• 0.1506、0.1254

• 0.0762

• 0.0346、0.0414

• 0.0674、0.0254

• 0.0380

• 0.0419

• 0.0578、0.081

• 0.0292

• 0.4721

• 0.5279

• 0.0407

• 0.0456

• 申请人第三方风险等级

• 手机号码在网时长

• 近2年企业变更次数

• 近半年企业变更风险指数

• 0.5810

• 0.1123

• 0.1298

• 0.1769

• 0.1908

• 0.0369

• 0.0426

• 0.0581

大数据风控—额度审批（担保多少）

每一份微小的需求 都是小微崇高的追求

模块权重①



28

28

线上入口
拒绝

线上反担保
办理

高风险客群

低风险客群

申请模型

中风险客群
人工
审批

反欺诈
策略

查询授权

身份核验

准入
规则

额度

模型

审批通过

拒绝

审批通过

放款

超过自动
审批额度

人工环节

注：可取消人工审批形成全自动智能审批流程

策略规则或模型环节，系统自动进行

每一份微小的需求 都是小微崇高的追求

大数据风控—全数据驱动保前审批流程



高风险

风险指标

低风险

风险细分

自动预警

差异化对待

资源分配优化

系统与人工结合

追踪优化

过去：“一刀切”例行检查方式

如1个月电话回访，季度收财报，

定期上门检查“

现在：“触发式”预警管理

设置保后风险规则进行动态预警，不

同风险等级，保后检查措施不同

每一份微小的需求 都是小微崇高的追求

大数据风控—保后预警



催收模型最终解决了资源配置效率的问题

先催哪一个客户

催收难易？

金额大小？

回款概率？

催收方式

短信？

电话？

现场？

分给谁催

自主催收？

委外催收？

每一份微小的需求 都是小微崇高的追求

大数据风控—逾期催收



大数据风控—策略开发流程与建设过程

每一份微小的需求 都是小微崇高的追求

针对风险类型，筛选
最有效的数据或技术，或
通过业务经验及数据分
析，提炼行为特征，从而
定制策略。

风险类型识别1

根据数据或技术成本，合理制
定策略的使用顺序。

例如：使用准确率较高、风险
指向性强的数据制定预筛策略，命
中预筛策略的申请不再查询其他策
略，节约数据成本。

数据或技术成本评估2

策略基于可用数据制
定，充分挖掘内外部可用
数据以实现策略。

可用数据分析3

根据目标产品申请特点、产品流程设计
和数据分析结果，将准入策略和反欺诈策略
依据识别的风险进行性定制化的开发。

制定策略4

根据现有的数据维度和规则类型对新制定
的策略进行效果验证，比如在历史进件数据上
模拟测试，以评估策略效果。

效果验证与评估5

定制化策略开发的5个
关键点



大数据风控—模型建设方式

每一份微小的需求 都是小微崇高的追求

方法
简介

数据
要求

适用
条件

专家经验模型 数据统计模型

• 主要依靠业务风控专家的经验，采用AHP方法确定指标，

以及各指标在模型中所占权重

• 存在专家主观判断成分

• 采用内/外部历史样本数据进行建模

• 采用逻辑回归建模或机器学习建模

• 模型更为精准反映历史数据特征

• 对样本数据要求较低，甚至可以没有任何数据支持

• 依赖业务风控专家的经验

• 对样本数据依赖程度高，要求数据充分

• 有足够的好坏样本数据

• 专家模型的优势在于能够在没有足够数据甚至没有数据

支持的情况下对目标进行评级，对建模人员的行业经验

要求较高，通常情况下，准确度不如统计模型

• 统计模型能对建模群体的好坏样本进行较好的区分，通

常情况下，模型准确度和稳定性较专家模型高，但对数

据量和数据维度要求较高，业务开展初期很难积累足够

的建模样本



数据使用合法合规
数据质量与
可替代性

数据使用成本
不能一味迷信
大数据

大数据风控—避免“踩坑”

每一份微小的需求 都是小微崇高的追求

模型、策略、规则
的保密



每一份微小的需求 · 都是小微崇高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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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幻灯片 1
	幻灯片 2
	幻灯片 3
	幻灯片 4
	幻灯片 5
	幻灯片 6
	幻灯片 7
	幻灯片 8
	幻灯片 9
	幻灯片 10
	幻灯片 11
	幻灯片 12
	幻灯片 13
	幻灯片 14
	幻灯片 15
	幻灯片 16
	幻灯片 17
	幻灯片 18
	幻灯片 19
	幻灯片 20
	幻灯片 21
	幻灯片 22
	幻灯片 23
	幻灯片 24
	幻灯片 25
	幻灯片 26
	幻灯片 27
	幻灯片 28
	幻灯片 29
	幻灯片 30
	幻灯片 31
	幻灯片 32
	幻灯片 33
	幻灯片 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