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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7年以来，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商业银行的发展质效、创新动能和竞争能力等都提出了

更新更高的要求，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当今商业银行的当务之急。

本文基于此，针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对行业在数字化转型期间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

对策和建议，思考如何使得数字化转型的潜能充分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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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2017, China’s economy has transitioned into a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age, imposing re-
newed and elevated demands on commercial banks regarding operational efficiency, innovation 
momentum, and competitive capabilities. To adapt to this new developmental phase and implement 
the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become an imperactive for commer-
cial bank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Chinese commercial banks, identifies chal-
lenges arising during thei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journey, and proposes targeted strategies and 
recommendations. It further explores how to fully unleash the potential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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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lign with national strategic goals and foster sustainable financi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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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第三次科技革命中计算机技术的滥觞，到新世纪以来计算机的普及、移动端网络的应用以及 IT 人

才的充足储备，数字技术已然来到了由量变引发质变的临界点，而新时代对新质生产力的需求也促使了

数字化革命浪潮的展开。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中，数据要素被正式确认为第七种生产要素，这进一步确认

了数据作为数字化转型中的基础和关键要素的资本价值，在宏观导向上对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性引导的同

时，也对市场迫切需求新型优质生产力的确权与保障进行了积极回应。数字技术作为数据要素的载体，

为企业数字化赋能提供了支撑，如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数字技术逐渐在

金融服务等领域铺展，在为行业各环节赋能的同时，也对行业中创新意识和能力不足的传统企业提出了

挑战。 
科技革命是时代大势，数字化转型对于如商业银行这样的传统行业已然是当务之急。随着过去十年

互联网金融的兴起，商业银行在吸储、借贷、理财等在以往处于独占地位的业务受到了一定冲击，而商

业银行较之互联网金融企业存在体量大、业务多、监管严等一系列迟滞转型的因素，灵活性远不如互联

网金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本高、阻力大、容错低，这也给了部分互联网金融企业与商业银行展开全

面竞争甚至希冀取而代之的动因。若轻视当前的竞争威胁而错过了数字化转型窗口期，对传统商业银

行产生的后果将是颠覆性的。尤其在当今新发展阶段下，国内外经营环境已然发生深刻变化，传统商

业银行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布局数字化科技革命已然是不二选择，而在新形势新发展格局下对

数字化转型的路径也同样面临着抉择困境，对试错成本的考量同样使数字化转型举步维艰。总的而言，

数字化转型对商业银行而言已成为了应对新兴技术衍生的行业竞争和剧烈变化的外部经济环境的必由

之路。 
数字技术运用于商业银行的时间较早，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通过电子银行进行远程汇款与支付的网

上银行已初具雏形，但总体发展较慢，绝大多数的业务仍然要依靠线下网点。2010 年以来，随着移动端

网络逐渐普及应用，互联网金融科技得到了长足发展，手机银行等应用产品开发也在对行业感知较敏锐

的商业银行中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通过新兴数字技术打破部门间的数据壁垒、整合碎片化经营信息、

改善银企间信息不对称等逐渐成为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着力点。而从 2017 年以来，通过手机银行的移

动端支付呈现爆发式增长，这在进一步反映数字化转型对商业银行的重要战略意义的同时，也为高质量

发展阶段下数字化转型的路径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2. 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动因 

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动因有内部动因和外部动因两个方面。内因是企业作为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

实体，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与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企业具有拥抱数字技术革命的内在驱动力，袁淳(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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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数字化转型对专业化分工水平的提升，有效降低了企业的外部交易成本，从而提升了企业的全要素

生产率[1]。宋敏等(2024)认为金融科技的运用降低了银企间信息不对称，对提高企业全要素具有积极作

用[2]。张庆龙(2024)则指出财务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突破“鲍莫尔成本病”的发展瓶颈，通过财务数

字化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转型升级[3]。外因则是企业作为宏观经济中的微观主体，面临技术革命浪潮、

外部环境快速变化、新兴科技公司加剧行业竞争等一系列复杂的外部作用力，为保持行业竞争力，实现

企业的长远战略目标，顺应时代发展而做出数字化转型的决策。刘孟飞的异质性研究得出了互联网金融

对我国商业银行绩效具有明显的负面冲击作用[4]。董艳等(2023)指出数字信贷造成的金融科技溢出传导

到传统金融改革，从而产生“鲶鱼效应”，推动银行数字化转型[5]。史丹等(2023)则基于数字经济全球化

的背景下，指出商业银行在数字化转型领域既有政策与技术机遇，也存在国家间技术规则博弈、路径选

择差异所带来的新挑战[6]。从企业的内部动因与外部动因出发，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实现自身目标，维持

自身市场竞争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3. 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路径 

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路径并不唯一，需综合考虑微观主体的实际情况，对自身在行业内的生态位

做出精准定位，并结合时代发展要求，选择出适合自身的转型路径，其中数字画像、数字生态构建和全

渠道建设等概念较为新颖。赵原(2023)指出，商业银行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要运用金融科技对客户进行精

准画像，以便提供个性化、差异化的金融服务，同时应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生态银行构建[7]，
曾刚等(2022)从资源禀赋和开放程度两个维度构思，提出了“自建生态核心”型、“战略生态合作”型、

“参与生态分工”型以及“传统细分深耕”型四种模式架构，为商业银行根据自身规模与技术条件构建

数字生态提供了差异化路径[8]，而胡汉军(2020)则从“线下–线上–开放银行–远程”的角度，点明了

当前渠道转型线上化、重体验、场景内的发展趋势，为商业银行智慧化、场景化、协同化转型的全渠道

建设提供了策略建议[9]。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金融科技发展与研究专委会(2022)则从顶层设计角度出发，

提出应完善监管政策，提升行业自律，及推进从业机构自身变革三个层次的路径构思[10]。Khattak 等(2023)
也特别指出为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银行层面的数字化转型在允许金融机构进行深入研究或探索技术之

前，须发展必要的监管基础设施[11]。吴雨媚(2023)在对商业银行的研究中得出，提高消费者满意度是提

升流动性创造水平的关键[12]。宋科等(2023)在研究中同样指出数字化程度提高则会促进银行流动性创造

[13]，而冯永琦(2021)研究认为金融科技可以提高消费需求进而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14]在行业竞争

领域，Lee 等(2021)认为德意志银行运用“红皇后理论”进行数字化转型是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实现成功

的企业绩效表现的重要因素[15]。胡媛媛等(2022)基于战略导向、市场竞争力与组织韧性层面，得出企业

数字化战略导向与市场竞争力呈正相关关系[16]。谢绚丽等(2022)的实证研究结果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数字化转型可以提升绩效抵御新技术冲击并促进渠道转型[17]。在风险防范领域，张一林(2021)指出，建

立“数字匹配”关系对银行识别中小企业的经营风险具有一定作用[18]。陈曦(2022)则通过实证研究得出

了数字化能提升信息传递效率，从而优化信贷结构[19]。 
Hodula (2023)认为传统银行应对数字化产生了一定防御机制，但这也使传统银行的利润收益进一步

收窄[20]。 

4. 数字化转型下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现状 

4.1. 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现状 

4.1.1. 经营情况分析 
(1) 资本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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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充足率是指资本总额与加权风险资产总额的比例，是衡量商业银行资本状况的重要指标。在 2023
年颁布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中对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以及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等资本

监管指标计算公式给出了详细的计算方法，并明确规定了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 5%，一级资本充

足率不得低于 6%，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 8%的最低要求，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我国对资本充足率最低限额的要求与国际接轨，2010 年《巴塞尔协议 III》签订以来，资本充足率的

各项指标要求均有所提升，根据协议要求，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将提升至

7%。对提高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使得商业银行资本需要进行大规模补充，在经济上行期商业银行所面临的

资本补充压力较小，但经济承压期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将充分暴露，资本充足率最低限额的指标也更难

完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商业银行转型的驱动因素。 
见图 1 所示，从 2015 年~2019 年的数据来看，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和一级资本充足率总体呈上

升趋势，近年来趋于稳定，一级资本充足率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在 2022 年以来略有下降。国家金融监

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 年四季度末，商业银行(不含外国银行分行)资本充足率为 15.06%，一

级资本充足率为 12.12%，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 10.54%，总体符合我国资本充足率最低限额的要求。 
 

 
注：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Figure 1. Capital adequacy ratio of commercial banks in China 
图 1. 中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 

 
(2) 盈利能力 
盈利能力是指企业一定期间内获取的利润的能力，是反映企业经营业绩、运营成效和竞争能力的重

要指标。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和成本收入比是衡量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从表 1 可以

看出，招商银行在 ROA 和 ROE 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除邮储银行外，国有六大行的盈利能力总体差

异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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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Profitability indicators of major domestic banks in 2023 
表 1. 2023 年国内主要银行盈利能力指标 

商业银行 总资产收益率 净资产收益率 成本收入比 

工商银行 0.87% 10.66% 26.96% 

建设银行 0.91% 11.56% 28.20% 

中国银行 0.80% 10.02% 28.50% 

农业银行 0.73% 10.91% 33.86% 

邮储银行 0.58% 10.85% 64.82% 

交通银行 0.69% 9.68% 30.04% 

招商银行 1.40% 16.22% 32.96% 

兴业银行 0.80% 10.64% 29.97% 

中信银行 0.77% 10.80% 32.35% 

注：数据来源：各商业银行 2023 年年报。 

 
对近 10 年的银行业盈利能力进行分析可知，我国商业银行的盈利水平总体呈下降趋势。如表 2 所

示，行业资产利润率在 2011 年为 1.23%，截止至 2023 年为 0.70%。资本收益率的下降趋势更加明显，

2023 年资本收益率较之 2014 年降低近一半，从 17.59%下降至 2023 年的 8.93%。成本收入比在 2014 年

~2020 年基本处于 31%~32%区间，但从 2021 年开始成本收入比开始上升，至 2023 年已达到 35.26%。 
 

Table 2. Overview of profitability of commercial banks in China 
表 2. 我国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一览表 

年份 资产利润率 资本收益率 成本收入比 

2014 1.23% 17.59% 31.62% 

2015 1.10% 14.98% 30.59% 

2016 0.98% 13.38% 31.11% 

2017 0.92% 12.56% 31.58% 

2018 0.90% 11.73% 30.84% 

2019 0.87% 10.96% 31.68% 

2020 0.77% 9.48% 31.19% 

2021 0.79% 9.64% 32.08% 

2022 0.76% 9.33% 33.97% 

2023 0.70% 8.93% 35.26% 

注：数据来源：国家金融监管总局。 

 
(3) 风险指标 
不良贷款率是指银行贷款中的不良贷款占总贷款的比重，是一项重要的信用风险指标。近 10 年来，

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总体呈上升趋势。见图 2 所示。 
2014 年~2015 年上升最为显著，至 2019 年达到峰值 1.83%，随后逐年下降，至 2023 年不良贷款率

下降至 1.59%。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自 2014 年起便逐年上涨，从 2014 年的 8426 亿元上涨至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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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32,256 亿元，增长近 4 倍。 
 

 
注：数据来源：国家金融监管总局。 

Figure 2. Non-performing loan balance and non-performing loan ratio of Chinese commercial banks 
图 2. 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与不良贷款率情况 

4.1.2. 竞争格局分析 
商业银行的主要营利方式为吸储放贷，从中赚取利差，各商业银行的业务模式具有高度重合性，因

此存贷款额是其在行业中的竞争能力的重要评价指标。而存贷款比例指各项贷款总额与各项存款总额的

比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业银行将吸纳的存款进行放贷营利的能力，存贷款比例以往作为一项宏观调

控中的风险性指标，在 2015 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修正案》取消了对存贷款比例 75%上

限的控制，反映了我国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背景下为激发商业银行作为市场主体的自主竞争活力而深化

金融改革的重要举措。见表 3，从 2023 年的存贷款总额数据进行分析，我国国有大型银行在市场竞争中

具有明显优势，但值得注意的是，股份制银行在存贷款比例指标中显示贷款总额接近甚至超出存款总额，

反映了股份制银行在市场份额竞争中具有更明显的竞争动能。 
 

Table 3. Deposit and loan status of major Chinese commercial banks in 2023 
表 3. 2023 年我国主要商业银行存贷款情况 

商业银行 存款总额(万亿) 贷款总额(万亿) 存贷款比例 

工商银行 32.99 26.09 76.70% 

建设银行 27.65 23.81 86.11% 

中国银行 22.60 19.91 82.70% 

农业银行 28.44 22.56 79.32% 

邮储银行 13.96 8.15 58.39% 

交通银行 8.4 7.96 9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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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招商银行 8.16 6.51 79.78% 

兴业银行 5.14 5.46 106.22% 

中信银行 5.40 5.50 101.85% 

注：数据来源：各商业银行 2023 年年报。 

4.2. 我国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现状 

4.2.1. 科技投入 
通过对 2023 年各商业银行公布的数据可以得出，我国主要商业银行对科技的投入不断提高，如表 4

所示，六大国有银行的科技投入在营业收入中占比较高，均高于 3%，且建设银行与农业银行的同比增长

率为 7.45%与 7.06%，而股份制银行中信银行的投入增长速度尤为明显，而近五年中信银行平均科技投入

增幅达到 20%，这些数据表明在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常态化阶段各商业银行对科技投入的重视。对金融科

技人员的吸收与培养同样得到了重视，工商银行科技人员数量达到 3.6 万人，位居行业第一，科技人员占

比达到 8.6%。 
 

Table 4. The technology investment of major commercial banks in China in 2023 
表 4. 我国主要商业 2023 年银行科技投入情况 

商业银行 科技投入 
(亿元) 同比增长率 占营收比重 金融科技人员 

数量(万人) 科技人员占比 

工商银行 272.46 3.90% 3.23% 3.6 8.60% 

建设银行 250.24 7.45% 3.25% 1.63 4.33% 

中国银行 223.97 3.97% 3.60% 1.45 4.74% 

农业银行 248.50 7.06% 3.58% 1.32 2.90% 

邮储银行 112.78 5.88% 3.29% 0.71 3.58% 

交通银行 120.27 3.40% 5.64% 0.78 8.29% 

招商银行 141.26 −0.30% 4.59% 1.07 9.19% 

兴业银行 83.98 1.78% 3.98% 0.78 13.91% 

中信银行 121.53 38.91% 5.90% 0.56 8.41% 

注：数据来源：各商业银行公布数据汇总。 

4.2.2. 组织架构 
随着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入，我国大多数商业银行都进行了组织架构调整，其中单独设立金融科

技子公司是其中的重要环节。如表 5 所示，截止至 2024 年，六大国有银行除邮储银行外都设立了金

融科技子公司，邮储银行在信息科技业务领域实行“两部两中心”组织架构，近年来其组织架构仍在

不断调整优化。截止至 2023 年年底，我国已有 23 家商业银行以及 3 家保险机构成立了金融科技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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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fintech in major commercial banks in China 
表 5. 我国主要商业银行金融科技组织架构情况 

商业银行 子公司/科技分部 注册资本(万元) 成立时间 

工商银行 工银科技 90,000 2019-3-25 

建设银行 建信金科 172,973 2018-4-18 

中国银行 中银金科 60,000 2019-6-13 

农业银行 农银金科 60,000 2020-7-28 

邮储银行 金融科技部、数据管理部 -- -- 

交通银行 交银金科 60,000 2020-8-25 

招商银行 招银云创 24,900 2016-2-23 

兴业银行 兴业数金 35,000 2015-11-10 

中信银行 中信金科 11,000 2018-5-31 

注：数据来源：各商业银行公布数据汇总。 

4.2.3. 技术布局 
我国主要商业银行近年来依托数字新兴技术，在金融领域打造出了新型数字化产品、渠道、运营及

生态体系。各商业银行也根据自身优势以及行业定位，开发出具有自身独特优势的金融科技产品。运用

数字技术衍生出的具体金融科技产品如表 6 所示，可见我国商业银行在数字化技术布局上已有相当进展。 
 

Table 6. Digital technology layout of major commercial banks in China 
表 6. 我国主要商业银行数字化技术布局情况 

商业银行 金融科技产品 

工商银行 数字工行(D-ICBC)、“兴农通” 

建设银行 建行云、BCTrade 区块链贸易金融平台 

中国银行 区块链电子钱包 BOCwallet、中银 E 贷、中银慧投 

农业银行 金益农、智慧招投、智慧畜牧 

邮储银行 邮储大脑、邮储 U 链 

交通银行 机器人流程自动化(PRA) 

招商银行 智能自助服务 

兴业银行 兴业管家、钱大掌柜、兴业普惠、兴业生活 

中信银行 生产云、开发测试云、生态云、子公司云 

注：数据来源：各商业银行公布数据汇总。 

5. 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提升绩效的优化策略 

5.1. 以创新质效提高盈利绩效 

5.1.1. 提高科研投入质效 
金融科技是商业银行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支撑，创新是商业银行进行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目标，金

融创新理论认为，科技进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对金融业产生了持久影响，这也是金融业始终

能保持自身金融中介地位的核心原因。而技术溢出使得金融创新在行业中创造了科研创新上的“创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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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追随者”，当“创新者”未能从科研创新中获得巨大竞争优势而“追随者”通过更低的成本进行经

验性学习时，对于“创新者”而言，提高科研质效往往是其在科研中取得竞争优势的不二选择。 
科研投入是科技进步的重要推手，拥有再多的人才、再先进的创新理念，必要的科技投入仍然是必

不可少的，数字化转型作为银行业的前沿创新领域，对商业银行而言，加大科研投入有利于取得竞争优

势，促使量变引发质变，推动自身高效发展和行业整体性变革。而在数字化领域取得量变引发质变的过

程不是科研投入的简单累加，而是通过科研投入取得创新性成果的积累，最终取得决定性的技术突破，

其核心在于创新。因此，商业银行在不断提高科研投入的同时，也要重视对前沿技术的前沿概念进行钻

研，如 2023 年在人工智能领域兴起的生成式 AI，其运用前景在诸多行业可能产生的替代效应已受到广

泛关注和激烈讨论。对科技前沿领域的新概念进行有益探索，将他山之石以攻玉，让科研投入的创新质

效进一步提高。 

5.1.2. 明确科研投入绩效目标 
商业银行应树立明确的科研投入的绩效目标，以价值导向促进数字化转型战略向既定目标发展。树

立明确的绩效目标有利于避免科技部门缺乏目标导向而导致的诸多问题，缺乏明确的数字化转型的绩效

目标会导致其为应付转变而疲于奔命、不求甚解、求快求好，但这会使得金融科技运用的质效大打折扣，

对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的整体实施效果和最终绩效反映产生负面影响。对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的整

体实施效果和最终绩效反映产生负面影响。而做好了目标价值导向，制定合理的绩效目标考核，将促进

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整体变革中的集团一体化发展，从而尽力避免科研部门或分支机构在转型中由于目

标不够明确，激励机制不够完善而导致的对整体性的迟滞，从而提升整体绩效。 
须构建三级目标管理体系：技术层设定算法精度 ≥ 95%等硬性标准，业务层量化线上渠道交易占比

年增 15%等转化指标，财务层明确单客户 IT 成本降低 10%等降本要求。建立技术应用生命周期评估机

制，在技术导入阶段重点考核用户渗透率，成长阶段追踪业务转化率，成熟阶段聚焦利润贡献率，形成

动态闭环管理。 

5.2. 以数字化提高流动性绩效 

5.2.1. 以数字化增强流动性水平 
流动性是绩效的一个重要指标，商业银行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通过新兴金融科技对各项业务进

行数字赋能，在压缩了传统业务的时空成本的同时，由于数据传递速度变快、人工智能审核效率较高等

诸多因素。 
数字化对于促进流动性反映在诸多方面，如对客户进行先期画像，以提高精准营销的效率，再如对

贷款申请依据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审批，以减少传统审批环节在效率和准确的问题，因此应该进一步

推进数字化以增强银行流动性水平，以对综合绩效做出应有的贡献反映。 

5.2.2. 以数字化提高流动性创造 
数字技术给创新存贷款方式、提供个性化产品服务及智能化营销等流动性创造提供了技术支撑，但

由于当前大多数数字产品处于导入期，对客户的影响仍不足以产生显著的绩效影响。因此，商业银行在

数字技术在业务进行赋能尚未取得关键性突破的情况下，数字化转型仍应进一步推进，虽然在数字产品

方面流动性创造对绩效的贡献不够明显，但在商业银行普遍受到技术溢出效应影响的大背景及数字化转

型对运营效率和风险预估层面对流动性创造具有正面影响，数字化转型对流动性创造总体而言仍具有正

面效益。商业银行也应基于自身行业生态位和对数字技术的逐渐掌握，进一步提高流动性创造对综合绩

效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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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依托数字化发掘尾部市场 
数字化转型对发掘商业银行以往注重的高净值用户和主要客户群体外的“尾部”客户具有得天独厚

的优势，商业银行也应该注重“尾部”市场、下沉市场的开拓，而尾部市场的开拓有利于防范由单一客

户贷款比例过大而导致的风险。大多数商业银行在运用数字技术对“尾部”市场进行拓展的过程中，将

主要目标放在利用数字技术扩大客户面，如老年群体、农村人口等，为覆盖这些群体，行业付出了一定

努力，如手机银行开发了无障碍版本(关怀模式)，但从实际使用来看，与标准版的主要变化在于字体大小

和主要功能集中度，对于善用智能手机的目标群体来说，功能改善性不大，对于智能手机运用上存在困

难的目标群体，实际上仍有一定使用难度。目前基于人工智能模型的发展，技术可及性上可以开发出移

动端的人工智能前台，使办理部分基础业务的人群足不出户便可获取到像人工柜台一样的服务，这对下

沉市场的进一步开发具有一定作用。需实施精准化运营三维策略： 
(1) 数据维度：基于交易频率、金额及时效(RFM 模型)识别高潜力客户，提供 1 元起投理财等超低门

槛产品； 
(2) 渠道维度：如为老年群体开发方言交互系统，对农村客户嵌入农资购销场景功能； 
服务维度：如通过实时分析商户交易流水提供分钟级信贷服务，解决小微客群融资痛点。 
(3) 采取差异化实施路径：如开放 API 接口嵌入产业链场景，互联网银行设计成长体系提升用户黏

性，区域银行构建“线上 + 本地生活”融合生态。 

5.2.4. 运用数字科技监控金融风险 
大部分商业银行自成立以来一直关注金融风险防范，而数字化转型更给了商业银行进一步提高风控

水平的契机。银行应当进一步用好数字科技，运用大数据对可能存在的客户经营风险进行个体及行业分

析，并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综合研判，减少客户利用银行对风险研判只依据传统指标的思维惯性而对

部分财务指标进行刻意优化，使银行在贷款及其他业务中产生误判的可能性。除对客户的非市场风险进

行监控外，数字技术同样对市场风险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监控，推进智能风控的进一步运用有利于银行在

经营中对市场风险进行整体性的监控，这对商业银行提高绩效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现阶段，银行可以采

取以下方法进行金融风险监控： 
(1) 动态风险预警：整合工商登记、税务缴纳、司法诉讼、供应链交易等跨部门多源异构数据(含非

结构化文本与实时流数据)，构建动态企业信用评估模型。 
(2) 建立“数据立方体”架构，融合行内交易数据(如账户流水、信贷行为)、外部市场数据(如大宗商

品价格、汇率波动)及另类数据(如卫星影像、舆情情感分析)，实现隐私保护下的数据协同建模。 
(3) 市场风险监测与压力测试模型优化开发高频交易风险监测系统，基于强化学习算法构建利率、汇

率及大宗商品价格的极端波动模拟场景。采用蒙特卡洛模拟与 Copula 函数量化跨市场风险传染效应，通

过压力测试评估银行资本充足率在“黑天鹅”事件中的韧性阈值。针对外汇敞口风险，引入动态风险价

值(DVaR)模型，实时监控汇率波动对跨境资产组合的冲击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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