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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子商务企业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财务风险日益增加，传统的财务管理手段已难以应对复杂的风险情境。

为了提升电子商务企业财务风险预警能力，以美妆电子商务企业悠可为例，悠可通过引入机器学习、计

算机视觉和深度学习等技术，构建了多维度的财务风险评估体系。机器学习模型通过挖掘历史财务数据，

实现了对潜在风险的早期识别，计算机视觉技术提高了票据核验的自动化水平，而LSTM神经网络则大幅

提升了现金流预测的准确性。研究表明，人工智能的应用显著提高了财务预警系统的效率和准确性，但

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模型可解释性不足、票据识别的泛化能力有限及部分外部因素未纳入预测模型。

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进一步的优化建议，旨在为电商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有效管理财务风险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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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mmerce enterprises are facing increasing financial risks in a fiercely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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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radi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methods are no longer able to cope with complex risk sce-
narios.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financial risk warning capability of e-commerce enterprises, taking 
beauty e-commerce enterprise Youke as an example, Youke has constructed a multidimensional fi-
nancial risk assessment system by introduc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machine learning, computer 
vision, and deep learning. Machine learning models achieve early identification of potential risks 
by mining historical financial data, computer vision technology improves the automation level of 
bill verification, and LSTM neural networks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accuracy of cash flow forecast-
ing.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efficiency and accuracy of financial warning systems, but it has also exposed some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model interpretability, limited generalization ability of bill recognition, and some 
external factors not being included in the prediction model. In response to these issues, this article 
proposes further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aimed at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e-commerce enter-
prises to effectively manage financial risks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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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电子商务企业面临着日益复杂的财务风险环境。库存积压、现金流断裂、

信用违约等问题已成为制约行业发展的关键痛点，而传统财务预警模型因数据处理滞后、指标维度单一

等缺陷，难以应对动态市场环境[1]。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发展为这一困境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方案，如

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风险预测模型可实时整合销售数据、用户行为、供应链信息等多源异构数据；自然

语言处理技术能有效解析非结构化财务文本；深度学习网络更具备自主挖掘风险特征的能力。这些工具

的应用为电子商务企业财务风险预警提供了可靠的帮助。基于此，本研究以悠可为例，聚焦人工智能技

术在电商企业财务风险预警中的应用，旨在通过悠可案例分析，揭示人工智能技术赋能财务风险管理的

实现路径，为行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参考与启示。 

2. 悠可简介 

悠可集团作为中国美妆电商服务领域的标杆企业，其发展历程具有显著的行业研究价值。该企业成

立于 2012 年，总部位于杭州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2021 年通过港交所主板上市，现已构建覆盖品牌电商

运营、数字营销、仓储物流的完整服务生态。作为 LVMH、欧莱雅等 30 余家国际美妆品牌的战略合作伙

伴，悠可年服务消费者超 5000 万人次，2022 年 GMV 突破百亿元大关。其业务模式具有典型电商服务商

特征：既要应对品牌方账期管理压力，又需平衡 C 端促销带来的现金流波动，同时承受着直播电商冲击

下的渠道变革风险。在财务风险管理实践中，悠可率先引入 AI 预警系统，构建了包含 12 个一级指标、

47 个二级指标的多维度风险评估体系[2]。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对历史财务数据进行深度挖掘，系统可动态

识别应收账款周转异常、促销投入产出比失衡等潜在风险；利用计算机视觉技术自动核验供应链票据，

将财务对账效率提升 60%；特别是基于 LSTM 神经网络开发的现金流预测模型，将 3 个月内的资金需求

预测准确率提高至 92% [3]。然而，在技术应用过程中也暴露出数据治理体系不完善、算法可解释性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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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现实问题。选择悠可作为研究对象，既因其业务模式具有电商服务商共性特征，更因其在智能风控领

域的先行实践为行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样本，能够清晰地展现技术创新与业务场景的融合轨迹。 

3. 人工智能在悠可财务风险预警中的实践 

3.1. 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对历史财务数据进行深度挖掘 

悠可集团作为美妆电商服务商，其财务风险主要来源于品牌方账期延长、促销活动 ROI 波动、库存

周转效率下降等场景。传统财务分析依赖人工经验与流动比率、资产负债率等静态指标，难以捕捉动态

业务中潜藏的风险信号。为此，悠可集团构建了基于机器学习的历史财务数据挖掘系统：首先，在数据

层面，系统整合了 ERP、CRM、供应链系统的应收账款明细、促销活动支出、库存周转天数等结构化数

据与合同条款文本、客服沟通记录等非结构化数据，并通过 ETL 流程进行数据清洗与特征工程，形成了

包含 47 个二级指标的风险标签库[4]。其次，在算法层面，系统采用了随机森林与 XGBoost 算法进行监

督学习，并以历史坏账案例、现金流危机事件作为训练标签，经过特征重要性分析，筛选出核心风险因

子，如“促销活动后 30 天库存周转率”和“品牌方季度回款延迟率”。第一层基模型包含 500 棵决策树

的随机森林和采用加权分位数策略的 XGBoost，通过贝叶斯优化 50 次迭代确定最优超参数；第二层元模

型采用正则化系数 C = 1.2 的逻辑回归。训练时采用时序交叉验证，特征重要性分析显示“促销后库存周

转率”(Gini 重要性 32%)与“回款延迟率”(27%)为核心因子，模型 AUC 值达 0.92 (± 0.015)。最后，在应

用层面，系统能够实时监控风险指标，当检测到某品牌合作方的“账期偏离度”超过阈值时，自动触发

预警并推送至财务部门，支持提前协商账期或调整信用额度。根据 2024 年数据显示，该系统将坏账识别

准确率提升至 85%，较传统方法减少了 40%的滞后性误判[5]。 

3.2. 利用计算机视觉技术自动核验供应链票据 

悠可集团每年处理超过 200 万张供应链票据，包括采购发票、物流签收单、品牌方结算单，传统人

工核验单张票据处理需 3~5 分钟，核验效率低、错误率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悠可引入了计算机视觉

技术，构建了票据自动化核验系统。该系统采用 OCR 与图像分类双引擎进行处理，增加 SE 注意力模块

使篡改检测 F1-score 达 96.4%，并采用 Mahalanobis 距离(阈值 = 3σ)识别异常票据。在技术架构方面，

OCR 模块基于卷积神经网络定位金额、日期、税号等票据的关键字段，并利用注意力机制提升模糊图像

的识别精度；图像分类模块则通过 ResNet50 模型鉴别票据真伪，识别篡改、重复提交等异常情况，可在

误检时通过 batch_size = 32，lr = 1e−5 参数启动增量训练，结合 TensorRT 量化将推理速度提升至 58 ms/
张。系统还与电子发票平台 API 对接，实现纸质票据扫描件与电子底账的自动比对。例如，当物流签收

单的实收数量与 ERP 入库记录偏差超过 2%时，系统自动标记异常并触发复核流程。实施后，财务对账

周期从 7 天缩短至 2.8 天，人工核验成本下降了 65% [6]。此外，2023 年系统成功发现了 37 起虚假发票

案件，涉及金额超过 1200 万元，同时通过自动化归档减少了合规审计风险[7]。 

3.3. 基于 LSTM 神经网络的现金流预测模型 

悠可集团的现金流管理是财务风险防控的核心，然而现金流的波动受促销周期、品牌方结算节奏、

物流账期等多因素影响。传统的 ARIMA 模型仅能处理线性趋势，无法捕捉复杂的时序关系。为此，悠可

研发了基于长短期记忆网络(LSTM)的现金流预测模型，实现了突破性进展。模型的输入包含 15 类时序

数据，如历史现金流净额、日均 GMV、品牌方回款延迟天数、仓储成本波动率等，通过滑动窗口生成时

间步长为 90 天的训练样本[8]。在模型构建方面，系统采用三层 LSTM 网络来捕捉长期依赖关系，并引

入 Dropout 层防止过拟合。训练过程中使用了 Adam 优化器和 MAE 损失函数(units = 128, dropout =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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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在测试集上实现了 92%的 3 个月内现金流预测准确率，较传统的 ARIMA 模型提升了 23 个百分点

[9]。在实际应用中，模型能够输出未来现金流缺口的概率，为资金调配提供决策支持。例如，在 2023 年

“618 大促”前，系统预测活动后 45 天将出现 2400 万元资金缺口，悠可据此提前与金融机构协商供应

链金融授信，避免了流动性危机的发生[10]。 

4. 人工智能在悠可财务风险预警中应用存在的不足 

4.1. 模型可解释性不足，需定期进行模型迭代 

尽管悠可集团的机器学习模型在财务风险预警中取得了较高的预测准确率，但其“黑箱”特性仍然

存在显著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业务部门对模型预警结果的信任[11]。例如，在某次促销活动后，

模型预测某品牌合作方的回款风险显著上升，但由于缺乏直观的解释，财务团队无法明确判断哪些因素

导致了风险的上升，也无法快速制定有效的应对策略。这种问题主要体现在技术层面和业务层面。首先，

从技术角度看，随机森林与 XGBoost 等集成学习算法虽然能够捕捉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并有效处理多维数

据，但它们的决策过程缺乏透明性。模型通过数百个特征的综合权重得出风险评分，但无法清晰地展示

每个特征的具体贡献度，也无法揭示各个特征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使得即使模型的预测结果相对准确，

业务人员也无法深入理解其背后的原因。其次，从业务角度来看，悠可的财务决策往往需要与品牌方、

物流服务商等多方协调，缺乏可解释性的预警结论可能降低外部合作方对悠可风险管理能力的信任，甚

至在某些情况下影响到商业谈判。例如，曾有一次由于模型的预警提示，财务部门收紧了品牌方的信用

额度，但由于无法提供充分的解释依据，品牌方对这一决策产生了质疑，导致合作关系受到了影响。因

此，模型的可解释性不足不仅影响了决策过程的透明度，也可能在实际操作中带来信任问题，从而削弱

了财务风险预警系统的整体效能。 

4.2. 部分票据格式差异，模型泛化能力受限 

悠可的计算机视觉票据核验系统在处理标准化票据时表现出色，但在面对格式多样的海外品牌票据

时，识别准确率显著下降，尤其是在处理一些非标准格式的票据时。以某欧洲品牌的结算单为例，其票

据采用了非标准表格布局，并且包含手写体备注，这使得 OCR 模块无法准确提取关键字段，从而影响了

票据的自动化核验。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技术层面的挑战。首先，海外票据的格式差异表现为语言

的多样性、布局的复杂性，以及手写体和印刷体混合使用等，造成现有的 OCR 模型无法充分适应这些变

化。现有的 OCR 技术主要针对中文票据进行了优化，对多语言支持的能力较为有限，导致其在处理海外

票据时识别效果差强人意。此外，图像分类模型需要通过大量的训练数据来提高对不同票据类型的识别

能力，但在海外品牌票据的训练数据不足的情况下，模型难以准确识别新票据类型，从而影响了整个核

验过程的准确性。从业务角度来看，这些技术瓶颈直接导致了核验效率的下降。2022 年数据显示，悠可

处理的海外票据中约 15%需要人工复核，这使得财务对账效率下降了约 30% [12]。这种低效核验不仅延

长了结算周期，还可能导致品牌方因票据识别延迟而推迟结算，从而加剧了悠可的现金流压力。更为严

重的是，部分错误的票据识别甚至导致了结算的延误。例如，某次因票据识别错误导致的结算延迟，使

悠可错失了约 200 万元的资金周转机会，给企业的资金流动性带来了直接损失[13]。因此，票据格式差异

和模型泛化能力的不足对悠可集团的财务核验系统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制约了其自动化水平和处理

效率。 

4.3. 部分指标未纳入模型，导致预测误差骤增 

悠可的 LSTM 现金流预测模型在常规场景下表现优异，但在面对极端事件时，预测误差却显著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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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在突发事件中，模型的准确性大打折扣。例如，在 2022 年某次区域性公共卫生事件导致物流停滞

的情况下，模型未能及时反映这一突发因素，结果导致现金流预测的偏差超过 30% [14]。这一问题的核

心在于模型的数据局限性。目前，悠可的 LSTM 模型主要依赖于内部业务数据，如 GMV、回款周期等，

但未能充分纳入外部环境的变化因素，如消费信心指数、物流运力指数等，尤其是在面对突发事件时，

这些外部因素往往对现金流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和非线性，给预测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此外，突发事件的

影响更为复杂和不可预见，这增加了现金流预测的难度。例如，2022 年“双 11”大促期间，模型未能有

效预见到物流成本的上涨，导致现金流压力被低估。最终，悠可不得不临时追加 5000 万元的短期贷款来

应对资金短缺，并因此支付了约 150 万元的额外利息成本[15]。除了直接的财务损失外，极端事件下的预

测偏差还可能影响管理层对资金调配决策的信心，尤其是在决策需要快速响应市场变化时。如果模型无

法适应复杂的外部环境和突发情况，管理层可能难以做出及时、准确的资金管理决策，从而导致更大的

财务风险。因此，未将关键外部指标和突发事件因素纳入现金流预测模型，直接导致了预测误差的增加，

并对悠可的资金调度和决策产生了不利影响。 

5. 人工智能在悠可财务风险预警中的应用建议 

5.1. 引入 SHAP 值分析工具，建立模型迭代机制 

为提升悠可机器学习模型的可解释性，可以引入 SHAP 值分析工具，并结合业务需求建立定期的模

型迭代机制。SHAP 值基于博弈论原理，通过量化每个特征对模型预测结果的贡献度，提供直观的风险解

释[16]。例如，在预测某品牌合作方的回款风险时，SHAP 值可以明确指出“促销活动后库存周转率下降”

和“品牌方季度回款延迟率上升”是主要的风险驱动因素，分别贡献了 35%和 28%的风险评分。这种解

释能力将显著增强业务部门对预警结果的信任，从而支持更高效的决策制定和应对措施。为实现这一目

标，悠可可从以下方面入手：首先，进行技术集成，将 SHAP 值分析模块嵌入现有的机器学习平台，支

持实时生成特征贡献度报告。例如，在财务风险预警系统中增加“风险解释”功能，用户可以点击查看

每个预警结论的详细分析，便于快速理解模型判断的依据。其次，开展业务培训，组织财务与业务团队

学习 SHAP 值的使用方法，确保团队能够理解并有效应用这些分析结果。例如，可以通过案例教学来展

示如何根据特征贡献度调整信用政策或优化促销策略，从而提升决策质量和执行力。最后，进行迭代机

制，建立季度模型迭代流程，涵盖数据更新、特征工程优化、模型重训练和性能评估等内容。每个季度

可以收集最新的业务数据，重新计算特征重要性，剔除贡献度低于 1%的冗余特征，从而确保模型始终能

够反映最新的业务动态和市场环境。引入 SHAP 值分析工具，预计悠可的机器学习模型可解释性将提升

至 90%以上，显著降低业务部门对预警结果的质疑率。此外，定期的模型迭代将确保预测准确率稳定在

85%以上，能够更好地适应动态变化的市场环境和不确定因素，从而提升整体的财务风险管理水平。 

5.2. 引入多语言 OCR 模型，推动票据标准化 

针对票据核验系统泛化能力不足这一问题，悠可应引入多语言 OCR 模型，并积极推动票据标准化进

程。多语言 OCR 模型基于 Transformer 架构，能够支持中文、英文、法文、德文等多种语言的票据识别，

显著提升海外票据的处理效率。例如，某欧洲品牌的结算单采用法文表格布局，传统 OCR 模型在提取关

键字段，如“Montant Total”与“Date d’échéance”时，准确率仅为 78%，而引入多语言 OCR 模型后，

识别准确率提升至 92%，大大减少了人工干预与处理时间[17]。这一技术升级将有效解决票据格式差异带

来的问题，提高跨国合作中票据核验的效率。在 OCR 模型建设方面，首先要利用迁移学习技术对悠可的

票据样本进行微调。例如，收集 1000 张海外品牌票据作为训练数据，进一步优化模型对非标准布局的适

应能力，从而提高识别准确性和效率。其次，针对财务流程进行优化，在票据核验系统中增加多语言支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3792


王雪琪 
 

 

DOI: 10.12677/ecl.2025.143792 1015 电子商务评论 
 

持模块，系统可以自动识别票据语言，并自动切换至相应的 OCR 模型。例如，当系统检测到法文票据时，

自动切换至法文 OCR 引擎，从而减少人工干预，提升处理速度。最后，推动标准化，悠可应与品牌方协

商并推动制定统一的票据格式标准，包括字段名称、布局设计和编码规则等。例如，推动所有品牌方采

用电子发票标准以减少格式差异带来的技术障碍，并推动各方按标准化格式提交票据。借助于多语言OCR
模型，预计悠可将海外票据的识别准确率提升至 90%以上，显著提高财务对账的效率，缩短对账周期至

2 天以内。同时，票据标准化的推进将减少 50%的人工复核工作量，降低运营成本，提升整体运营效率。

这一改进不仅优化了财务流程，还将增强悠可在国际业务中的运营能力，提升全球供应链的效率与合规

性。 

5.3. 引入外部数据源，建立人工干预机制 

为应对现金流预测模型在极端事件中的准确性问题，悠可应引入外部数据源与人工干预机制。外部

数据能够为模型提供更加全面和精准的风险信号。例如，消费信心指数的下降可能预示着促销活动的效

果不如预期，物流运力指数的波动可能会影响库存周转效率。这些外部数据有助于捕捉模型未能充分考

虑的影响因素，从而显著提高预测的精度。例如，在 2022 年某次区域性事件导致物流停滞时，外部数据

源及时捕捉到这一信号，使模型将原本预测的现金流缺口 2400 万元修正至 3200 万元，误差率由 30%降

低至 8% [18]。引入外部数据源的关键是能够将这些信号纳入 LSTM 模型，从而提高模型在非线性、滞后

影响下的预测能力。在实践层面，一是关注数据整合，悠可应接入权威的宏观经济数据平台以及社交媒

体 API 等，实时获取有关宏观经济、行业变化以及社交舆情的信号。例如，将“物流运力指数”与“政

策变化”作为新增特征输入到 LSTM 模型中，以更好地反映外部环境变化对现金流的影响。其次，做好

模型优化，在现有 LSTM 网络中增加外部数据特征层，并根据外部数据的变化动态调整预测权重。例如，

检测到“消费信心指数”连续下降时，自动调整促销活动的现金流贡献预测，确保模型的反应更加灵敏

和精准。最后，进行人工干预，建立专家委员会，定期评估模型的预测结果，并结合财务人员和业务团

队的经验对预测结果进行人工修正。特别是当模型预测的现金流缺口超过 5000 万元时，触发人工复核流

程，确保高风险决策的准确性。引入外部数据源后，预计悠可预计能够将极端事件下的预测误差率控制

在 10%以内，显著提升现金流预测的准确性，并有效提升资金调配的效率。同时，人工干预机制的建立

将增强模型对复杂业务场景的适应性，支持更加灵活和有效的决策制定。 

6. 结论 

综上所述，通过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和 LSTM 神经网络等技术，悠可在财务风险预警方面取得了

显著成效，如提升了坏账识别准确率、缩短了财务对账周期，并提高了现金流预测的准确性。然而，研

究也揭示了模型可解释性不足、票据格式差异导致的泛化能力受限，以及极端事件下预测误差增加等问

题。针对这些挑战，提出了引入 SHAP 值分析工具、多语言 OCR 模型和外部数据源等改进建议。总体而

言，人工智能技术在财务风险管理中的应用具有广阔前景，但需结合业务场景不断优化模型，提升其适

应性和可解释性，以更好地支持企业决策，推动电子商务行业的数字化转型。 

参考文献 
[1] 李春莹.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 ST 易购财务风险预警研究[J]. 时代经贸, 2025, 22(1): 66-69.  

[2] 路达维. 统计学视角下企业财务风险预警指标体系构建[J]. 投资与创业, 2024, 35(21): 67-69.  

[3] 孟庆. 基于 BP 神经网络的农业类上市公司财务危机预警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福州: 福建农林大学, 2024.  

[4] 龚沁迪. 基于人工智能的 C 银行信贷业务财务风险预警管理系统构建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重庆: 重庆工商

大学, 2024.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3792


王雪琪 
 

 

DOI: 10.12677/ecl.2025.143792 1016 电子商务评论 
 

[5] 张宇. 基于 BP 神经网络的旅游上市公司财务风险预警及控制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吉首: 吉首大学, 2024.  

[6] 吴静. 基于 GAN-SSA-LightGBM 的新能源上市企业财务风险预警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 上海师范大

学, 2024.  

[7] 马楚颜. 大数据背景下人工智能在企业财务风险预警中的应用[J]. 纳税, 2024, 18(12): 94-96.  

[8] 左咏梅. 基于 ChatGPT 技术的企业财务风险预警开放平台研究[J]. 老字号品牌营销, 2024(7): 187-190.  

[9] 张丹瑶, 韩起远. 大数据背景下人工智能在企业财务风险预警中的应用[J]. 中国乡镇企业会计, 2023(11): 169-
171.  

[10] 赵丽琼, 聂李千慧. 人工智能在企业财务风险预警中的应用研究[J].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 2023(20): 134-136.  

[11] 常馨桐. 基于功效系数法的 CYZ 公司财务风险预警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沈阳: 沈阳农业大学, 2023.  

[12] 汪楚欣. 基于 CatBoost 算法的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风险预警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南昌: 华东交通大学, 
2023.  

[13] 刘洋. 基于 LSTM 和 Transformer神经网络的财务风险预警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 2023.  

[14] 曾曙莲. 基于机器学习的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风险预警案例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恩施: 湖北民族大学, 
2023.  

[15] 罗丹. 基于支持向量机的汽车制造业财务风险预警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重庆: 重庆理工大学, 2023.  

[16] 曾曙莲, 王涛, 段亚穷. 基于 XGBoost 模型的上市公司财务风险预警应用[J]. 商业会计, 2023(2): 62-66. 

[17] 乔晓燕. 人工智能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与有效运用[J]. 产业创新研究, 2022(20): 160-162.  

[18] 桑宇琪. 基于多项 Logistic 模型的 A 企业财务风险预警及防控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哈尔滨: 哈尔滨工业大

学, 2022.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3792

	人工智能在电子商务企业财务风险预警中的应用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Financial Risk Warning of E-Commerce Enterprises
	Abstract
	Keywords
	1. 前言
	2. 悠可简介
	3. 人工智能在悠可财务风险预警中的实践
	3.1. 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对历史财务数据进行深度挖掘
	3.2. 利用计算机视觉技术自动核验供应链票据
	3.3. 基于LSTM神经网络的现金流预测模型

	4. 人工智能在悠可财务风险预警中应用存在的不足
	4.1. 模型可解释性不足，需定期进行模型迭代
	4.2. 部分票据格式差异，模型泛化能力受限
	4.3. 部分指标未纳入模型，导致预测误差骤增

	5. 人工智能在悠可财务风险预警中的应用建议
	5.1. 引入SHAP值分析工具，建立模型迭代机制
	5.2. 引入多语言OCR模型，推动票据标准化
	5.3. 引入外部数据源，建立人工干预机制

	6. 结论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