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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的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与蓬勃发展，数字化时代到来，大多数企业开始

了数字化转型的旅程。对于所有企业来说，数字化转型不仅是一次发展机遇，也

是一项重要挑战。在此过程中企业将面临技术更新与环境变化，意味着企业将面

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和新的风险，这给企业的风险防控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传统的

风险防控管理机制、管控手段都受到很大约束，而数字技术工具的发展应用为企

业增强风险防控能力，抵御风险提供了极大助力。但是，如何革新传统风险防控

机制，构建满足数字化转型发展需求的新的风险防控机制是当前许多企业面临的

难点。

目前，我国企业开始重视数字化转型下的风险防控机制，但国内相关研究还

比较缺乏，原因在于理论支持薄弱，现有理论研究无法满足企业风险防控实践需

求。因此，本文采用案例分析法作为研究方法，选取海尔智家作为案例企业，它

是我国最早一批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制造企业之一。海尔智家传统的风险防控机制

已经不能适应企业转型发展，因此，在数字化转型下，海尔智家依靠数字技术等

手段对传统风险防控机制进行了革新，本文从执行层面、组织层面和战略层面三

个方面对海尔智家数字化转型下的风险防控机制进行分析和研究，然后通过海尔

智家财务风险指标和非财务风险指标的对比，评价该风险防控机制的实施效果。

研究表明：海尔智家数字化转型下的风险防控机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值得借鉴，

最后得出启示：企业需要始终坚持数据为核心，掌握数字技术，打造“数字化+

多体系融合”的全面风险防控机制。本文的研究丰富了相关理论，也为企业提升

风险防控能力和数字化转型提供一定借鉴意义。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 风险防控机制 海尔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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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ong with the continuous innovation and booming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the digital era has arrived and most enterprises have

started the journey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or all enterpris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not only an opportunity for development, but also an

important challenge. In this process enterprises will face technological

update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s, which means they will face more

uncertainties and new risks, which brings great challenges to the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enterprises. Traditional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anagement mechanisms and control tools are greatly

constrained, while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tools provide a great help for enterprises to enhance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apabilities and resist risks. However, how to innovate the

traditional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chanism, and build a new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chanism to meet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a difficult point for many enterprises at present.

At present, Chinese enterprises have start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chanism unde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but

there is a lack of relevant domestic research because of the weak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the existing theoretical research cannot mee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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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needs of enterprise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erefore, this

paper adopts the case study method as the research method and selects

Haier Smart Home as the case enterprise, which is one of the first batch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o carry ou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Haier Smart Home's traditional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chanism

can no longer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 transformation,

therefore, unde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ier Smart Home relies on

digital technology and other means to innovate the traditional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chanism.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studies the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chanism under Haier Smart Hom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rom three aspects: the executive level, the organizational

level and the strategic level, and then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Haier

Smart Home's financial risk indicators and non-financial The paper then

evaluat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chanism by comparing the financial risk indicators and

non-financial risk indicators of Haier Smart Home.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chanism unde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Haier Smart Home has achieved good results and is

worthy of reference.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enterprises should always

adhere to the core of data, master digital technology, and create a

comprehensive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chanism of "Digitalization

+ Multi-system integration". The research of this paper enrich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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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evant theories and provides some implications for enterprises to

improve their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apabilities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Keywords：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of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Haier Smart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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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我国已经开始发展数字经济。目前我国正处于产业互联网

时代，并且进入了数智化阶段。在数字技术不断创新与发展的驱动下，数字经济也随之

诞生。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就是利用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和重塑，从而实现数

字化转型。在数字经济时代，全球经济发展的重心已从规模经济转向范围经济，第四次

工业革命诞生，数字工业革命拉开序幕。

2022 年 11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一份关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状况的报告。报告指出，

党的十八召开之后，我国就将实施科技强国战略和大数据战略作为经济发展重点，随后

又制定了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等一系列规划方针，致力于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促进我国

数字经济繁荣发展。经过十年的努力，我国数字经济取得了极为显著的发展成果，且总

体发展规模多年位列世界第二，不断增强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引领支撑作用。我国产

业数字化深入推进企业将数字化技术赋能到实体经济上，加快推动工业互联网、数字业

务、智能生产发展，促进传统产业全方位、全流程转型升级。

在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数字技术异军突起，传统的风险防控机制正面临着巨大的

挑战。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出台一系列文件，要求企业积极推进全面风险防控工作能力

的提升，重视防范在经营发展的时产生的风险。鼓励企业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

技术，通过智能化的数据分析，实现对企业的实时监测、风险识别、自动预警和风险应

对，逐步构建动态化、智能化和可视化的风险防控机制。因此，如何借助数字技术优化

风险防控机制，对于企业能否成功实现转型具有重要影响。

基于此，本文选取数字化转型已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海尔智家为案例企业，着重聚焦

于数字化转型下海尔智家风险防控机制优化的相关研究，为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下风险

防控机制如何优化的问题提供一些实践支持，也为深化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及实践方面的

支持。

1.2 研究意义

本文的研究意义主要体现在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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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方面，目前学界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较多，但是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企业

数字化转型的路径与绩效上，以及数字化转型中存在的风险研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下

风险防控机制研究较少，特别是采取案例分析方法的实践性研究。因此，本文将企业数

字化转型相关研究与企业风险防控机制相关研究相结合，增加国内对于数字化转型下企

业风险防控机制方面的研究，从不同的视角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

在实践方面，数字化转型帮助企业扩大了经营规模，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但是

也带来了诸多风险，特别是在我国有较多企业正处于数字化转型的现状下，传统的风险

防控机制已经无法满足企业的风险防控需求，对数字化转型下风险防控机制的研究显得

尤为重要。因此本文的实践意义在于研究案例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如何借助数字化

技术对传统风险防控机制实施革新，并进行评价，最后得出启示，以期提出更适合企业

数字化转型的风险防控机制，并且为更多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下的风险防控机制提供借鉴

意义。

1.3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1.3.1 研究内容

为了进行更深入的论文研究，全文共分为七个章节：

第一部分：绪论。该部分阐述本文的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明确研究内容及研究方

法，同时提出研究的创新之处。

第二部分：文献综述。该部分梳理国内外关于数字化转型内涵及模式研究和数字化

转型下风险防控机制研究研究已有文献并进行综合评述，为下文的写作奠定基础。

第三部分：数字化转型下企业风险防控机制内在机理研究。该部分首先概述数字化

转型相关概念，阐述数字化转型的内涵和数字化转型内在机理及典型模式，然后分析数

字风险防控机制，阐述其内在运行机理。

第四部分：海尔智家数字化转型。该部分首先介绍海尔智家概况，然后分析海尔智

家数字化转型三阶段，研究海尔智家如何进行数字化转型。

第五部分：数字化转型下海尔智家风险防控机制研究。该部分首先从外部因素和内

部因素两方面分析海尔智家传统风险防控机制革新的影响因素，其次从执行层面、组织

层面和战略层面分析数字化转型下海尔智家风险防控机制。

第六部分：数字化转型下海尔智家风险防控机制效果分析。该部分基于财务风险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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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能力指标和非财务风险防控能力指标对数字化转型下海尔智家风险防控机制实施效

果进行分析。

第七部分：研究结论与启示。该部分根据前文的分析得出研究结论，并提出启示。

本文整体的研究思路如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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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论文框架图

研究结论与启示

海尔智家传统风险防控机制革新

的影响因素
数字化转型下海尔智家风险防控

机制

数字化转型下海尔智家风险防控机制研究

数字化转型相关概念 数字风险防控机制内在机理

数字化转型下风险防控机制内在机理研究

海尔智家数字化转型历程海尔智家简介

海尔智家数字化转型

财务风险防控能力指标分析 非财务风险防控能力指标分析

数字化转型下海尔智家风险防控机制效果分析

研究背景 研究内容 研究方法研究意义 创新之处

绪论

数字化转型内涵

及模式研究

数字化转型下风

险防控机制 文献评述

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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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为案例研究法。本文以数字化转型取得突破性胜利的海尔智家

为研究对象，通过收集、整理海尔智家数字化转型方面的相关信息和数据，从执行层面、

组织层面和战略层面三个方面，分析数字化转型下海尔智家如何将数字化技术融入其风

险防控机制，并借助财务风险防控能力指标和非财务风险防控能力指标评价其数字风险

防控机制实施效果，最后得出相关启示，以期为我国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下风险防控机制

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1.4 创新之处

现阶段，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问题已引起了大家的重视，且相关

研究多为实证研究，针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下风险防控机制研究较少。然而随着数字化技

术的广泛应用和深入发展，传统的风险防控机制如何适应数字化转型发展对企业未来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我国中小型企业普遍面临该问题，使其在数字化转型这条路上

陷入“不敢转”的困境，究其原因是理论支持薄弱及缺乏具体的实践指导。本文特别选

取了在数字化转型中取得重要突破的海尔智家为案例，从执行层面、组织层面和战略层

面对其在数字化转型下的风险防控机制进行系统性的分析，分析其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风

险防控机制是怎样的，如何与数字化技术融合，实现对传统风险防控机制的革新，然后

通过对财务指标及非财务指标的综合评价分析其优化效果，最后得出启示，以期丰富我

国企业数字化转型下风险防控机制的研究成果，助力我国企业更好的走上数字化转型之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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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2.1 数字化转型内涵及模式研究

该部分通过梳理国内外关于数字化转型内涵和数字化转型路径与模式相关文献，为

下文研究做基础。

2.1.1 数字化转型内涵

对于数字化转型的内涵，学者们在许多研究成果中从不同角度给出了定义。

Rogers（2016）认为数字化转型从本质上来说是企业战略层面的升级过程，虽然在

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需要对其信息技术（IT）基础设施进行优化升级，但本质上是战

略上的转型，而非简单的是从技术层面的转型。邢纪红等（2017）认为数字化转型实质

上是企业为了能够适应数字化时代发展需要，对传统商业模式进行根本性转变的过程。

韩江波（2017）提出数字化转型能够实现智能制造，通过将数字化技术融入到企业的各

个生产环节，利用智能化技术取代人工劳动力，从而使得工作的效率得到有效提升。郑

卫华（2018）认为数字化转型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它不仅是生产模式和

运行模式的转型，同样也包括对企业价值主张的转型，是综合转型。孟凡生等（2018）

认为数字化转型主要依靠数字技术，旨在通过打破行业间的数据沟通障碍，提高企业运

营效率，助力企业经济发展。Frankiewicz等（2020）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企业数字

化转型的核心是人才的转型，以重塑客户价值为主张，通过对企业运营、价值创造和商

业运行等模式的改造，最终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孔存玉等（2021）认为数字化转型是数

字技术与产业结构深度融合的重要表现形式，是“技术－经济”模式变革在工业领域的

应用，并从组织要素、生产方式价值创造等方面来研究数字化转型的特征。黄大禹等（2

021）提出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表现,其核心在于对数字技术的

应用，即企业借助数字技术对已有商业模式、生产流程等方面进行的全面升级。通过对

现有文献的梳理发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涵盖了数字技术、数字业务、数字化专业人才

和数字化战略等诸多方面，且互相支撑。

Witschel（2019）提出数字化转型这一过程是充满挑战的，包括对新环境和新业务

缺乏认知以及管理者水平存在差距等问题，都为转型之路能否走的顺利增加了许多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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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因素，这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埋下了风险。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的问题，学者们

提出了应对措施，孟凡新（2022）指出我国企业处于数字化转型初期，数字技术供给较

为浅层化和碎片化，技术应用所获的收益与技术供给消耗的成本尚未形成良性循环。除

此之外，存在数据权属不明缺，相关规则界定不清以及难以定价等根本性问题并未得到

有效解决，制约了数字技术应用的范围；支撑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新型基础设施因其具有

共享性和商业性，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但投融资模式不能满足建设需求，影响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进程。朱小艳（2022）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数字

生态系统不完善、数字环境亟待优化以及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滞后等挑战。沈占波和代亮

（2022）认为企业为了整合内外部创新资源，提高创新效能。实现数字化转型目的的同

时，也产生了许多新的不确定性风险。

2.1.2 数字化转型路径与模式

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各行各业面临的一项紧迫挑战。许多组织正在积极寻找数字化

转型的路径和模式。对此，Brynjolfsson等（2002）提出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不仅需要

投入大量的有形资产，例如技术、资金的投入，也需要企业在战略规划、业务流程和员

工能力等方面的无形资产的投入，这些投入胜过技术本身。Parviainen等（2017）将多

个细分行业的数字化转型进行横向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具有清晰的战略规划、完善的

组织架构和人性化的企业文化的企业能在数字化转型进展中取得较好的成果，而那些在

转型中获得较差回报的企业，则是因为企业管理框架或业务流程过于传统，不具备系统

性、战略性的转型布局。Dremel等（2017）在研究企业转型过程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数

字化转型模型，将转型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研究发现企业可以从业务流程、生产环节和

产品创新等方面融入数字技术。陈剑（2020）提出，数字化转型推动了价值共享，从以

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向整体生态系统健康发展转变，从以竞争为主，聚焦自己的竞争

优势转变为以合作为主，选择合作企业，共同为消费者创造价值。赵宸宇等（2021）认

为数字技术、智能制造和现代化信息系统是数字化转型应具备的特征。孔存玉、丁志帆

（2021）提出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要加强信息技术在业务场景中的应用来优化企业生产

效率与内部资源的配置，更要将数字化技术应用到企业战略层面，通过资源重组、生产

模式创新、组织结构变革等形式实现价值重构与价值创造。翟伟峰等（2021）认为可以

从全局性视角来探讨数字化转型逻辑及实施路径。

在实践中，数字化转型的路径和模式应该根据组织的特点和需求进行定制化。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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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家骥等（2022）从组织变革角度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提出实现数字化转型路径

有以下三条：变革产业战略布局、重塑组织部门结构和生产流程升级，并建议在数字化

转型中，组织应该注重数据的价值挖掘和创新能力的提升。

纵观数字化转型路径与模式研究，大多数学者对数字化转型发展持积极态度。

2.2 数字化转型下风险防控机制研究

该部分通过梳理国内外关于风险防控、风险防控机制和数字化转型下风险防控机制

三个方面的相关文献，为下文研究做基础。

2.2.1 风险防控

对于风险防控的含义，国内外学者都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并且给出了一定的定义。

Henry Fayol（1923）首次明确提出风险管理这一理论，并将该理论运用到企业实际经营

活动当中。随后，Williams（1964）在 Henry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风险管理的具体实施

举措，认为要先对各项风险进行综合性的考量，然后才能对降低其发生的可能性采取有

针对性的管理措施。雷星晖，杜学美（2002）主张通过建立全面质量管理体系对其所在

行业内的风险进行管理，张恩照（2004）也通过建立一体化模型对行业风险进行全面管

理，为企业的风险防控的提供理论支撑，提升所在行业的风险防控整体水平。张琴，陈

柳钦（2009）认为风险防控是以企业价值为导向的，是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过程，风险

防控能够保障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吴庆晓，金爱民（2011）从宏观环境和微观视角出

发，对企业风险防控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对风险防控的研究需要从企业组织架构、风

险管理流程等方面进行。Gnana K B等（2015）提出了企业风险防控目标是管理企业所

面临的所有风险。

通过对风险防控相关研究的梳理发现，学者们认为风险防控需要采取一定的方式对

风险进行识别和评估，然后制定合适的防控措施应对风险，从而有效提高企业风险防控

水平。

2.2.2 风险防控机制

风险防控机制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现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

企业风险防控机制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和企业界的研究热点。丁成车，夏立东等（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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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风险防控机制是以风险为导向，以内控为手段，将全面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融

合到一起的方式进行机制建设。它是现代社会管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有

效地预防和控制各种风险。胡贵仁（2022）提出传统的风险防控机制存在信息模糊、技

术单一、能力不足和机制落后等诸多限制条件。张莹莹（2022）提出风险防控机制是企

业应对风险挑战的重要手段,具有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从会计角度来看，企

业应当建立健全的风险防控机制，对于减少经营风险、增强财务透明度和保障信息披露

质量具有积极作用。

2.2.3 数字化转型下风险防控机制

数字化转型为企业的价值创造及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然而，越来越多的

组织容易受到某些类型的数字威胁，风险防控对组织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围绕数字化

转型背景下风险防控机制特征，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对此进行了研究。汪飞（2020）对数

字化背景下的风险管理边界进行了界定，提出公司风险管理的范围将扩大到两大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风险防控既要充分融入到传统业务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还要利用大数据，

为未来发生的业务场景预先制定风险防控措施；第二个层面是，风险防控要在业务设计

阶段就将风险防控机制融合到数字化业务的设计中。Vorontsova（2020）认为，在数字

化背景下，企业的风险防控机制应从战略、战术和执行三个方面展开研究。胡贵仁（20

22）提出数字风险防控机制在风险防控过程中更加强调对于各类风险的精准识别和有效

处理。对于如何数字赋能到风险防控机制，学者们也从不同视角提出了建议。张春波（2

022）提出企业要借助数字技术，推进业务流程数据化，加强对数据的技术的应用，构

建统一、规范和有效运行的多体系融合的数字化风险防控机制。通过对白云山中一药业

进行案例分析，总结得出，企业可以从管理和技术两方面入手，搭建智能风控平台，打

造数字化全流程管理，推进风险管控线上化、数字化应用。沈占波，代亮（2022）从风

险治理视角出发，认为数字化转型下的风险防控机制依托制度和技术的创新，通过对各

风险要素进行全员式和实时性管理，从而有效提升风险防控能力。张泗考,杜成斌（202

2）提出要借助数字技术为风险预警赋能，以“大数据+网络技术”的方式实施精准预警，

充分运用数字化手段更好整合预警主体、提升预警效率。总而言之，学者们对数字化风

险防控机制的建立都是趋向于将数字技术融入到风险防控机制中，对风险防控机制从内

部流程、业务管理和组织构造等方面进行重构，要求企业重视数字技术的研发于创新，

树立全员风险防控意识，注重对数字化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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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文献评述

上述研究虽然表明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发展的必经之路，相关研究成果也很多。然而，

大多数研究仅从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和存在的数字化风险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层次的

研究。整体来看，对于数字化转型下企业的风险防控机制是怎样的，以及企业如何将数

字技术融入到风险防控中去，在如何构建适合数字化转型发展的风险防控机制方面相关

的研究文献则少之又少。因此，本文站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分析，选取海尔智家作为案

例，分析数字化转型下海尔智家风险防控机制，并对实施效果进行分析，得出相关启示，

进而为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下的风险防控机制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案。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数字化转型下海尔智家风险防控机制及其效果研究

11

3 数字化转型下风险防控机制内在机理研究

3.1 数字化转型相关概念

数字化转型相关概念主要从数字化转型内涵、内在机理和典型模式三个方面进行研

究。

3.1.1 数字化转型的内涵

数字化转型是指将传统的业务模式、运营模式和管理模式，通过运用数字化技术和

方法，进行全面升级和转型的过程。它涉及到企业在业务流程、组织架构、文化理念等

方面的全面升级和转变，以适应信息化和数字化时代的发展趋势和变化。

数字化转型的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以数字化技术为核心

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是运用数字化技术和方法来进行业务升级和转型，例如云计算、

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

（2）全面升级业务模式

数字化转型不只是对技术层面的升级，更包括业务模式、运营模式和管理模式等方

面的全面升级，以适应数字化时代的发展趋势。

（3）涉及组织结构和文化变革

数字化转型需要对组织架构、文化理念等方面进行全面变革，以适应数字化时代的

发展需求。

（4）实现价值创新和效率提升

数字化转型旨在实现业务的价值创新和效率提升，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适应性。

总之，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全面的、系统的、复杂的过程，需要企业在技术、业务、

组织和文化等方面进行全面升级和变革，以适应数字化时代的发展趋势和变化。数字化

转型是企业为适应数字化经济时代而采取的一系列战略与行动的集合。在数字化转型中，

企业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改革，包括组织结构、业务流程、IT系统等方面。数字化转型

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需要企业全面考虑其战略和资源，并制定适合自己的数字化

转型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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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数字化转型内在机理

数字化转型的内在机理是指推动数字化转型的原因和实现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发

挥作用的因素和机制。数字化转型的内在机理包括技术驱动、数据驱动、企业内在驱动

和生态驱动等方面。

首先，技术驱动是数字化转型的核心。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创新，数字化技术越来越成熟和普及，数字化转型的需求也越来越迫

切。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推动了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例如通过云计算，企业可以将

自己的业务转移到云上，提高数据的安全性和便捷性；通过大数据技术，企业可以分析

和利用海量数据，实现数据驱动的业务决策和创新等。数字化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创新，

推动了数字化转型的深入发展。

其次，数据驱动也是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机理。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企业需要对

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利用进行全面升级和改进。通过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企业可以更好

地了解消费者需求、市场趋势和业务流程等方面的信息，从而更好地调整和优化业务流

程，提升效率和降低成本。数据驱动还可以帮助企业实现精细化管理和个性化服务，提

高消费者满意度和忠诚度。数据驱动的实现需要企业拥有完善的数据收集和管理机制，

同时需要运用先进的数据分析技术和工具。

第三，企业内在驱动也是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机理。企业内在驱动涉及到组织架构、

文化理念和人员培养等方面的全面升级和变革。数字化转型需要企业重新审视自己的业

务模式、组织架构和文化理念，从而更好地适应数字化时代的发展趋势和变化。企业内

在驱动力包括对数字化时代的认识和意识、对数字化技术的投资和应用、对数字化转型

的战略规划和执行能力等方面的因素。数字化转型需要企业建立数字化战略，制定数字

化转型的具体方案，并配备适当的人员和资源，以保证数字化转型的顺利实施。

最后，生态驱动也是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机理。数字化转型需要构建数字化生态系统，

与外部合作伙伴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实现资源共享。数字化生态系统包括数字化平台、

数字化应用和数字化生态合作伙伴等方面的内容。通过数字化平台，企业可以整合内外

部资源，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全面升级和变革。数字化应用可以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服务

和产品的创新和优化，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市场地位。数字化生态合作伙伴则是企业数

字化转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可以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市场渠道、人才资源等方

面的帮助和支持，共同推动数字化转型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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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数字化转型的内在机理包括技术驱动、数据驱动、企业内在驱动和生态

驱动等方面。数字化转型需要企业全面升级和改进自己的业务模式、组织架构、文化理

念和人员培养等方面的内容，同时需要与外部合作伙伴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构建数字

化生态系统，共同推动数字化转型的进程。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发展方

向，需要企业全力以赴推动数字化转型的实施。

以制造企业为例，其表现出的数字化转型特征有三点: 数据资产代替了传统要素，

成为促进企业发展的新要素；范围经济取代规模经济，成为新的生产模式如图 3.1 所示:

组织结构从金字塔型转变为扁平化、平台化。

图 3.1 数字化转型内在机理框架图

从要素结构看，数据资产能够取代传统要素是因为数字技术的创新与发展，特别是

大数据和智能机器的广泛应用，海量数据得以生成。此外，依靠大数据可以采集与存储

大量的信息，并能有效及时的传递，提高了信息沟通效率，推动数据资产成为新的发展

传统要素

规模经济

链式生产与自动化生产

科层制、等级化

金字塔型

数据资产

范围经济

网络化协同和智能制造

扁平化、平台化

网状结构

数字化转型

“技术-经济”模式转换

价值共创效率提升

效率提升
价值共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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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这不仅改变了企业的商业模式，更改变了企业价值创造的方式。数据资产作为数

字化转型的核心要素，提高传统要素的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同时也建立了数据流

动的沟通渠道，极大的提升了企业的经营水平。

从生产方式看，规模经济向范围经济转变。在规模经济主导下，企业往往依靠大规

模的生产模式来提高产量，从而增加经济收益，但也存在许多弊端，比如无法动态化跟

踪企业生产状态、产品单一化，不能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但是，在数字经济时代，

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得到了满足，按照用户需求进行生产，为用户提供个性化产品，并且

通过人工智能的方式进行产出成为一种趋势。数据平台的建设实现了数据信息的贡献，

解决了企业与用户之间沟通不紧密的问题。数据平台可以将收集好的用户需求，用数字

系统进行分析，然后利用平台的共享功能，及时地将信息传递传递到生产的各个环节，

最终实现协同生产与个性化定制。此外，可以依靠数字技术动态观察和预测生产过程中

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危险，有效预防安全隐患的产生，能够大幅降低企业生产过程中的风

险。

从组织结构看，金字塔型的组织结构已经不实用于数字化转型发展，取而代之的是

扁平化、平台式的组织架构。工业经济时代，科层制因其具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和严密的

分工安排等特点，保障了企业高效运行，是最适应当下的组织制度。在数字经济时代，

外部环境不断发生变化，市场需求也趋于多样化，多变性，要求企业的组织结构能对内

外部环境的变化能实时感知和响应，及时掌握当下市场需求。因此，金字塔型这种垂直

体系的组织模式不再适应当下环境的发展，扁平化、平台化的网状组织结构诞生，并被

大多数企业应用。组织结构的转型让信息结构不再碎片化，降低了企业沟通成本，使得

管理者能够及时、高效地进行规划和决策。

3.1.3 数字化转型典型模式

以亚马逊为例，亚马逊作为全球最大的在线零售商之一，一直致力于数字化转型。

亚马逊的数字化转型模式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投资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

亚马逊通过投资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实现自动化和智能化的业务流程，提高

了客户体验和运营效率。例如，亚马逊在物流和库存管理方面采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可

以实现快速的订单处理和配送服务，同时降低库存成本。

（2）建立数字化平台和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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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建立了强大的数字化平台和生态系统，包括亚马逊网站、亚马逊云服务、Al

exa语音助手等。通过数字化平台，亚马逊可以整合内外部资源，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全

面升级和变革。同时，亚马逊也与各类合作伙伴建立密切的战略合作关系，实现互利共

赢。

（3）重视客户数据和反馈

亚马逊重视客户数据和反馈，通过大数据和分析技术收集和分析客户行为和偏好，

从而优化产品和服务。例如，亚马逊会根据用户的购买历史和浏览记录，向用户推荐相

关商品。

（4）推进物联网技术的应用

亚马逊通过推进物联网技术的应用，实现智能化和自动化的物流管理和供应链管理。

例如，亚马逊的无人机配送项目可以实现快速、准确的送货服务，同时降低了配送成本。

总之，亚马逊的数字化转型模式是基于技术驱动、数据驱动和生态驱动的，通过建

立数字化平台和生态系统、投资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重视客户数据和反馈、推进

物联网技术的应用等方面的内容，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全面升级和变革。这些数字化转型

的举措使亚马逊在在线零售市场中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和市场地位。

3.2 数字风险防控机制内在机理

从本质上来讲，数字风险防控机制是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和科学决策方法，

通过自动化预测、评级和决策等方式，提高风控效果和效率、降低成本的一套综合体系。

数字风险防控机制包括数字风控的方法论和数字技术的实现以及深入业务场景的应用。

数字风控方法包含模型搭建方法、数据挖掘方法、风控策略制定方法，通过一系列方法，

我们可以构建数字风控的基本架构；数字技术的实现是运用数字风控的方法论以及智能

算法，实现自动化的风控决策和智能交互；应用方面，在业务流程的全过程中，只要有

风险点的环节都可以加入数字风控进行决策。根据不同的业务场景灵活的选取模型规则

的组合进行自动决策。自动体系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企业风控的精准度和效率，将

风险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减少风险损失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

（1）内在机理分析

数字风险防控机制内在机理的实质是把风险防控机制与数字技术融合起来，重要目

标在于解决传统风险防控机制模式化、碎片化及滞后性的问题，扩大人工智能技术、区

块链、大数据和云计算在风险防控中的应用，从而系统性、智能性的识别企业风险，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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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企业的风险策略和应急方案等。因此，数字风险防控机制内在机理可以分为三层进行

分析如图 3.2 所示：

图 3.2 数字风险防控机制内在机理

第一层是风险感知数字化，是数字风险防控机制的基石，将数字化技术赋能到风险

感知流程中，通过大量的历史数据来训练模型，通过数据构建特征，通过数据作为新决

策的判断输入。风险感知流程包括对风险数据的采集、清洗、监控及风险特征挖掘、风

险识别预测和风险等级评价。风险感知数字化具体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风险数据的采集、清洗和监控。数据中包含识别风险的信息，包括企业内部

和外部的各类数据，如客户资料、交易记录、市场变化、行业动态等。对企业内部数据

的采集通常是从业务系统产生的数据元素获取需要的数据字段，而对外是从第三方接口

获取数据。数据清洗是对原始数据的流转、时效、质量等进行分析并清洗处理成标准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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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排除异常和杂乱数据，对数据做基本的验证判断，确保指定对象的数据有效。数据

监控是对整个数据处理结果的过程进行监控预警，及时发现数据应用的异常。

第二，风险特征挖掘。通过监测数据变化和行业趋势，以及利用人工智能等算法对

数据特征进行分析和挖掘，从数据中抽取有效的、针对特定目的的部分信息，识别出潜

在的业务风险，如信用风险、市场风险、经营风险等，并预测风险事件的发生可能性和

影响程度；数据质量决定了特征质量的上限，但是好的特征挖掘过程是尽量的从数据中

挖掘出最有价值的信息。有些风险信息可以直接从数据中获取的，另外一些风险信息就

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汇总加工，还有一些风险信息需要基于关系图谱机器学习的方法进

行深度加工才能提取，使风险信息的处理工作变得智能化，提高数字风险的检测和响应

能力，降低人为因素对数字风险防控的影响，为后续的风险识别和预测打下基础。特征

提取的方法包括基于统计聚类的 RFM 方法，基于时序特征的提取方法，基于机器学习

NLP 图特征图算法等特征提取方法。虽然特征提取的方法不同，但是特征提取的关键

步骤基本是一致的。

第三，风险识别预测和等级评价。通过模型算法层实现智能化的预测评估。风控中

典型的场景就是预测风险，计算发生风险的概率，再复杂的算法本质上还是可以理解为

概率问题。风控场景中的模型有很多种类，这些都是根据业务场景来决定的。

这一层需要建立数据平台作为支撑工具，以持续推进企业实现风险信息自动感知、

风险水平智能评估，来实现内外部数据接入整合、数据校验和监控的功能，支撑风险特

征从开发到应用以及最后的风险识别和评价的功能。

第二层是专业风控数字化，是对专业领域风险管理工作场景的数字化，主要包括战

略风险防控、财务风险防控、运营风险防控、安全风险防控、营销风险防控、项目风险

防控、信用风险防控和合规风险防控。这一层是数字风控的核心，是构成数字风控机制

的主体结构。风险防控中典型的场景就是预测风险，计算发生风险的概率，需要建立模

型支撑风险的计算。风控场景中的模型有很多种类，这些都是根据业务场景来决定的。

财务风控场景中我们构建模型计算评分来预测预算精准度、成本与支出过高的概率、坏

账发生的概率等。在营销风控场景中我们构建模型来判断营销成交转化的概率、识别作

弊的概率。在合规风控场景中构建模型来判定违规的概率。

这一层需要建立模型平台，包括自动建模功能模块、模型计算功能模块、模型管理

功能模块。在模型应用之后还需要持续的监控，确保模型的有效性和稳定性。

第三层是决策支撑数字化，是整个数字风险防控机制的最后环节。这一层针对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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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活动，如重大发展规划、重大人事任免、重大资金支付等场景，基于特征和模型结

果制定决策方案，对最终的决策和管理产生影响。可以帮助企业实现更加精准和科学的

风险防控，提高企业的决策能力和决策质量，降低企业的风险水平和经营风险，从而实

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具体来说，决策支撑数字化通常需要设计一套决策流程，在流程

中的每一个环节设置决策规则。这些规则包括直接使用特征制定的规则和基于模型制定

的规则。通过规则实现业务流程的通过或者拒绝、差异化的分流等动作。在金融风控贷

前场景中，通常的决策包括欺诈识别、信用风险识别以及其他一些准入拦截。对于通过

的客户在进行差异化的审核操作、差异化的授信额度决策、差异化的定价政策等等。在

策略制定的过程中，可以选择多种的决策算法进行支持的，包括决策树，异常点检测等

等算法来支持我们制定决策规则，用最优化的算法来支持我们进行最优化决策点的选择。

风控策略制定中最常见的就是进行风控规则策略的制定，通常的流程如下：首先需

要识别业务场景中常见的风险点，然后选择合适的分析样本，基于历史数据选择算法生

成规则，对规则的有效性和稳定性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设计规则测试的方案，然后

进行 AB实验来验证规则的效果，最后对规则的有效性和稳定性进行持续监控。

这一层需要建立决策引擎来支持策略部署执行。决策引擎通常包括规则配置、决策

流的配置、审批管理等功能模块。

（2）数字风险防控平台

企业在风险防控机制搭建的初期，不一定会有标准化的平台工具来支持。但是随着

企业数字风险防控机制的发展和成熟，更加高效的方式还是去建立每个功能模块的平台

化工具，这就要求数字技术与风险防控的深度融合。

数字技术是指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利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对企业

的总体战略、业务运营、生产流程和风险防控进行智能化、系统性的改造，构建数字业

务，实现价值创造。因此，数字技术在数字化转型中已经成为核心。具体来说，数字技

术与风险防控的融合最直接的体现便在于平台的建设。

数字风险防控机制中几个关键平台工具之间的交互关系如图 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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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数字风险防控平台

数据平台主要是为特征平台提供数据的输入，同时，它也支持各类样本数据、分析

数据的提取；特征平台主要是为模型平台和决策引擎提供特征计算和输入；模型平台主

要是为决策引擎提供模型计算结果的输入；决策引擎主要是基于特征平台和模型平台的

结果进行决策，几个工具平台之间的相互依赖和配合，形成了智能风控全流程的一个闭

环。

总之，数字技术与风险防控的融合可以帮助企业实现更加科学、精准和高效的风险

管理，提高企业的风险应对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然

而，目前企业风险防控机制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企业对于风险防控的重视程度不够，

缺乏长期稳定的风险防控机制；企业风险防控机制的构建和实施存在缺乏风险防控人员、

风险评估不够全面、风险防控措施不完善等缺陷。

（3）小结

数字风险防控机制的不断改进和发展得益于数字技术的迭代。但是这些技术发展和

其他新鲜事物是一样的，会从高速发展逐步进入稳定期。这个阶段新的技术不会有明显

的颠覆性，更多的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改良。那么现在数字风控技术目前就处

于这样一个阶段，但是在应用场景上随着数字风控技术的持续发展和应用场景的不断创

新探索，数字风控会越来越深入到每一个业务场景的每一个环节。传统的通过人工完成

的大部分工作都可以被数字风控技术所替代。不论是从风控识别的效率还是效果上，这

类场景智能技术都比人工更好。但是另一方面，在一些特殊的复杂度较高的情况下，还

是需要一些进行人工补充的，尤其是在数据量较少、新的风险模式变化不确定性又非常

大的领域还是有人工发挥的余地。数字风控会占据大多数的通用场景，人工是趋于在一

些细分领域或者小众的场景继续发挥价值。

规则特征

决策引擎

特征平台数据平台

模型平台
模型结果

模型特征

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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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海尔智家数字化转型

4.1 海尔智家简介

海尔智家是海尔集团推出的智能家居品牌，致力于为全球用户提供全面的智能家居

解决方案。如图 4.1 所示公司主营业务包括海外品牌业务、冰箱业务、装备部品等产品

制造业务，以及物流业务、渠道业务和工业化联网等综合服务业务。其产品涵盖智能家

电、智能厨房、智能卫浴、智能家居等领域，旨在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为用户打造更

加智能、舒适和便捷的居住环境。

图 4.1 海尔智家主营业务

海尔智家的核心理念是“自主创新、用户至上、共享共赢”，通过与用户和合作伙

伴的紧密合作，不断推出创新的智能产品和解决方案，满足用户的不断变化的需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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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技术与风险防控的融合，为用户提供了更加安全、可靠的家居生活体验。同时，

海尔智家也通过不断的创新和改进，推动着智能家居行业的发展，成为智能家居领域的

佼佼者。

4.2 海尔智家数字化转型历程

数字化转型是当今企业面对市场变化、消费者需求等方面的必然选择。在信息化、

网络化的今天，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企业的效率和创新能力，同时也能够提升企业

的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海尔智家在数字化转型中充分利用了信息技术和数据分析等手

段，不断推进业务转型和组织变革，以适应市场和消费者的需求，并通过技术创新、业

务创新等方面的探索实现企业的成功转型。

海尔智家的数字化转型历程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如图 4.2 所示:

图 4.2 海尔智家数字化转型三个阶段

平台化探索阶段 生态系统建立阶段社群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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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探索阶段：数字化平台构建（2012—2016）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给传统企业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传统的商业模式已经不能满足新

时代的发展的需求，企业变革势在必行。

2012 年，海尔智家开始数字化转型，其着手建立数字化平台，改变发展战略，强调

以用户为核心，将产品导向转变为服务导向。在这一阶段，海尔智家提出了“人单合一”

的服务战略，以客户为中心，将网络范围内的资源收集起来，及时接收客户的需求并在

以最快的速度提供服务，以创造更大的企业和客户价值。到 2013 年，将制造业企业互

联网化，消弭互联网与制造业边界。2014 年打造智能化产品过程中注重用户参与度，目

的是实现与用户的直接互动。通过提取与分析用户个性化需求，让用户参与到产品的研

发中，提升客户体验感，从而提高客户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此外，海尔智家开始尝试

利用物联网技术实现家庭智能化，通过硬件设备的开发和销售来推动智能家居的发展，

比如智能门锁、智能灯泡等。

2015 年，海尔智家开始向智能化家居领域引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

以实现更加智能化、高效化的服务。这一阶段，海尔智家价值主张逐步以用户为中心，

发展重点是通过技术的革新来提高产品的品质和服务水平，比如推出了基于云计算技术

的智能冰箱、智能空气净化器等智能家电。

4.2.2 发展阶段：社群集成（2016—2019）

2016 年，海尔智家数字化转型迈入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公司注重挖掘用户需求

和服务创新，运用用户画像和场景化服务等手段提高服务质量和用户体验。基于互联工

厂构建了全球首个智能制造云平台 COSMOPLAT，其核心是价值网络。2017 年，海尔

智家创造了物联网引领模式，将企业各大平台研发中心变成一个个网络连接点，共同创

造并分享物联网新时代的价值。除此之外，海尔智家开始从硬件销售向服务提供商转型，

将智能化家居服务向更加智能化、个性化的方向扩展。

在这一阶段，创新生态共同体逐渐成型，产业集群也在向智能化过度。2018 年，海

尔智家成立了 OSO，该社群自成立起已经汇聚了 100 多万个微店，成立的目的是实现与

客户零距离沟通，从而能更好地了解客户需求，此外，社群数据还能进一步对客户的需

求进行细分，帮助微店主设计出令客户满意的个性化产品，从而发挥社群价值创造的能

力。海尔智家还建立了 HOPE，其作为开放创新平台，目的是汇聚各类创新人才，借助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数字化转型下海尔智家风险防控机制及其效果研究

23

该平台可以与全球范围的创新型人才进行沟通交流，分享自己的创新需求，还能向平台

内的用户寻求帮助，为产品创新提供新的想法和建议。

4.2.3 成熟阶段：打造数字生态系统（2019-至今）

2019 年，海尔智家开始进入生态建设阶段，打造基于物联网的智慧家庭生态系统。

在这一阶段，海尔智家开始建立家庭服务平台，整合各种家庭服务资源，包括家政服务、

健康管理、金融服务等，实现智慧家庭生态系统的全面覆盖。同时，海尔智家还不断推

出新产品，比如智能水净化器、智能饮水机等，满足用户不同的需求。

随着人工智能水平的不断提升，虚拟场景的应用逐渐广泛，海尔智家以平台为依托，

聚合多个社区，连结不同的产业链，构建了一个开放式的物联网生态圈。在该生态圈内，

创建了一个价值平台，集场景体验与交互升级于一体，能够为海尔智家在转化过程中提

供有效的、精准的资源匹配。海尔智家始终坚持产品的创新，以满足客户需求为第一要

务，以智能为核心，实现共赢。

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COSMOPLAT平台能够对接各个层次的企业与平台，通过

建设一大批海外创新创业研发基地，面向各类社群提供服务，包括智能化服务和技术支

持，形成闭环式价值链，确保了服务的有效开展，同时保护了价值链内个社群的信息安

全，更重要的是增强了数字虚拟产业的市场竞争力。这导致了跨行业、全场景的数字业

务操作系统的形成，促进了大规模和小规模数据中心的协同发展。

正如海尔智家董事长张瑞敏所说，数字化时代下，生态系统将覆盖产业，建设开放、

创新、共享的服务平台极为重要，因其强大的聚合能力，可以实现价值互动与创造，这

也是一个通过整个生态系统内资源的最佳组合来创造附加价值的过程。在这个体系中，

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赋能整个生态系统，通过协同资源建设和共享，实现价值创造和价

值共享的可持续过程。

通过对海尔智家数字化转型历程的研究发现，海尔智家的数字化转型是对目标的重

构、流程模式对重构、组织重构和机制重构这四个方面展开，其在数字化转型中也取得

了显著的成果：首先，在技术创新方面，海尔智家不断推出新产品和服务，丰富了智能

家居的产品线，提高了用户的满意度和忠诚度。其次，在业务创新方面，海尔智家不断

开拓新的市场和业务领域，提高了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最后，在组织变革方面，海尔

智家建立了更加灵活和多元化的组织结构，提高了组织效率和员工凝聚力。

数字化转型是一个不断演化和发展的过程，未来，海尔智家也将继续深入推进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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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转型，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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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字化转型下海尔智家风险防控机制研究

5.1 海尔智家传统风险防控机制革新的影响因素

对于海尔智家传统风险防控机制革新的影响因素主要从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方

面展开分析。

5.1.1 外部因素

（1）数字技术驱动风险防控改造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化时代已经到来，数字技术的应用已经广泛渗透到

各个领域。企业风险防控需要大量数据支撑，包括风险识别、评价、模拟和决策等环节，

传统的风险防控机制限制了企业风险管理的有效开展。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利用数据驱

动发现风险因素，规划风险策略、识别风险和提出防控措施等。同时，数据处理工具的

成熟为企业风险管理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案，例如数字信息采集、风险数据分析和智能

化应用风险等。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风险管理的重构和升级，可以提高企业对风险的认识

和应对能力，适应未来稳定发展的需要。

（2）企业风险防控的数字化需求

在研究和讨论风险概念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不确定性”的概念。

随着大量数据资源的涌现，信息和数据缺乏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已在一定程度上减少。

因此，为了达到对风险知识的积累，企业需要通过对多维度的数据进行分析，才能更好

地将这些数据中所蕴含的价值提取出来，利用数字化，实现数字风险防控。然而，传统

的风险防控机制在组织架构、风险识别流程和风险应对等方面都存在缺陷，不能有效应

对当下环境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如果不能对风险防控机制进行改造，可能会使企业在

当下环境失去竞争力。因此，企业需要具备动态感知、智能识别和快速决策的能力，而

加强数字技术在风险防控机制中的应用，则能支持企业具备这些能力，从而有效提高风

险防控能力，为企业未来的发展提供保障。

（3）相关政策的支持

“十四五”发展规划提出，要求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发挥数据驱动能力，推

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更进一步发展。此外，国资委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全面风险管理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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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企业要重视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政策鼓励企业利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逐步构建动态化、协同化、智能化和可视化的新型风险防控机制。

对于海尔智家来说，这些政策为公司提升内部控制、提高风险管理水平提供了支持和引

导。在此基础上，海尔智家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全面加强风险

防控能力，从而实现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5.1.2 内部因素

（1）业务风险防控模式化

传统的风险防控过度依赖既定的防控制度和原有的经验，使得对业务的风险防控处

于模式化管理，这导致业务风险识别困难，无法对不同的业务风险采取有针对性的防控

措施，使风险防控陷入被动。一方面，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业务风险具有动态性、多

样性等特征。随着海尔智家数字化转型的深入开展，大量的数据信息需要处理，单纯依

靠过去的经验和手段操作，难以有效应对新的风险。因此，要求企业在风险防控时，充

分发挥数据价值，对业务风险进行动态识别与评估，甚至可以对业务风险进行预警，从

而提高风险防控能力；另一方面，资源分散、用户需求个性化等信息无法被充分获取。

这种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迫使企业具备风险快速感知和识别的能力，探索具有能动性的

业务风险防控机制。

（2）风险管理碎片化

传统风险防控机制下，风险信息在防控主体中难以流动，进而造成风险信息不全面、

风险管理碎片化等问题。第一，不同组织主体对于数据的认知和分析能力侧重点不同，

对数据的使用也存在差异，发挥的效力不一致，且组织间的数据难以共享、无法协同执

行风险防控工作；第二，企业的核心数据资产是维持自身在市场上的地位和竞争力的关

键要素，因此，企业在信息披露和公开时会保留一些核心数据，且仅限于企业内部核心

成员掌握；第三，独立的组织系统在一定程度上树立了信息沟通的屏障，使得风险信息

难以被及时、精准地收集和处理。

除此之外，传统风险管理组织架构也存在许多缺陷。一方面，存在多头管理的情况。

风险防控需要多方联动、协同开展，但多头管理容易导致职责划分不清，出现互相推责

等情况；另一方面，对接机制不完善。例如母子公司风控制度冲突、企业原有风控制度

和新要求间的冲突、企业内部员工之间及内部员工与外部之间的对接机制不完善。这使

得风险防控难以有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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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风险管理决策滞后

随着环境的动态变化和复杂性的增加，海尔智家风险管理战略的动态适应性变得越

来越重要。传统的风险管理方法已经无法为风险管理战略提供全面、及时的风险信息，

因此风险管理的弊端凸显。传统风险防控更注重的是风险发生后如何去处置后果，管理

参与的环节和重心较为滞后，这往往使得风险防控工作难以很好的开展，也不能发挥更

有意义的作用。

风险管理决策需要科学的数据作为判断依据。因为决策具有主观性，如果决策出现

偏差，那么事后发生的损失便难以挽回和弥补。因此，对传统风险防控机制进行革新，

对于海尔智家进一步提高风险决策水平具有重要作用。

海尔智家数字化转型历程中，也将风险管理作为重要的一环。通过数字化技术，海

尔智家能够更好地实现对风险的评估和控制，实现动态适应性和及时性的管理。同时，

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可以让海尔智家能够更好地将风险管理与决策支持机制相融合，为管

理层的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5.2 数字化转型下海尔智家风险防控机制

数字技术与风险防控机制的融合涉及企业的执行、组织和战略的全面变革。根据数

字风险防控体系，将数字化转型下海尔智家风险防控机制分为业务风险防控数字化、组

织管理流程数字化和管理决策支撑数字化三部分进行分析。

5.2.1 业务风险防控数字化（执行层面）

数字化转型时代，数字化技术和工具的创新应用为业务风险防控提供了技术支撑，

并进一步延伸出为业务部门提供专业风险防控建议，支撑业务风险防控数字化。如图 5.

1 所示对业务风险防控基于前台、中台和后台进行操作与把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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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风险管理部门赋能业务专项风险防控

在前台，海尔智家将数字技术更多地深入到生产管理、营销服务、供应链管理和财

务管理等业务环节，参与项目投资管理、生产管理、研发设计、财务管理等业务场景中。

在项目投资管理中，对拟投资项目进行风险识别，有效协助投资管理部门制定项目投资

策略，并提出风险应对措施。在生产管理中，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在生产制造方面，以

用户需求数据为核心，互联网平台为载体，把碎片化需求打包成一定规模的订单，然后

分发给内部专业化的生产制造部门，实现规模化生产下的个性化定制，最大程度消除因

需求不确定性引发的额外成本、资源浪费等风险；在质量管控方面，利用大数据技术、

AI并结合物联网技术把对产品质量的自动检测扩展到生产全流程，从源头材料质量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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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到生产参数异常识别，再到基于整个生产制造过程数据的实时流动，搭建针对质量管

理需求的数据模型，指导家电制造工艺、流程和产品等改善。此外，在研发设计上，利

用数字技术形成集群化的研发创新平台体系，建立面向产品生命周期的研发管理流程和

机制对研发活动进行管控。

在中台，海尔智家打造数据中台和风险中台。数据中台的作用主要负责管理数据资

产，对库存、客户、供应商、财务等业务数据进行采集、存储、分析和治理，最终提出

化解多种风险的有效决策。而风险中台主要依靠数字技术，通过建立数字化风险防控平

台，根据风险清单、风险画像、特征样本，能够智能化、动态化的对风险进行实时识别、

评估、研判和应对，积极应对不同环节产生的风险，同时对风险进行预测从而提高对执

行层面存在的风险的防控能力。

在后台，将风险数据汇总到可视化平台，方便对风险数据的理解和掌握，特别是对

重点和关键风险的管控提供了便利，同时还会将新的风险纳入风险地图，扩充数据裤，

支持业务风险管理。

5.2.2 组织风险管理数字化（组织层面）

数字技术在企业组织层面的融合依托互联网平台。融合的基本逻辑是通过数字技术

实现企业组织从串联走向并联。传统的企业组织有明确的边界，实行科层垂直组织系统，

各个管理流程是串联的。数字技术与风险防控在组织层面的深度融合将风险防控机制建

成了一个无边界的交流平台，通过建立新的组织平台，管理范围扩大超出了已有的组织

边界。

数字化转型下，海尔智家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如图 5.2 所示，包括董事会、管理层、

各业务部门及子公司，并设立了三道防线。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数字化转型下海尔智家风险防控机制及其效果研究

30

图 5.2 风险管理组织架构——三道防线

董事会是风险管理的最高决策者，最重要的职责是制定风险偏好、风险管理政策和

组织架构。风险管理部由董事长直接分管，风险管理工作最终对董事会负责。通过数字

化组织平台的建立，各职能部门之间成为并联关系，使得风险管理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

上的风险管理部，而是指所有行使风险管理职能的部门。其中风险管理部是具体执行风

险管理制度的部门，财务部门则负责管理公司的财务风险，每个部门都在各自领域内承

担相应的风险管理职能。

海尔智家推动企业管理组织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进行融合，转变组织风

险管理中心，从技术转变数据，对防控流程进行优化，即流程数字化，流程全程实施监

控，实现企业的管理组织变革。各个业务部门和子公司是各自业务范围内风险管理的第

一责任人，成为风险管理的第一道防线。作为风险的主要承担者，利用数字技术获取数

据实现对风险的持续识别、评估、控制和报告；而风险和内审等第二、第三道防线则在

旁协助，监督和评价。数字化流程监控排除经验主义和人为因素干扰，减少管理上的随

意性，优化了企业的组织架构和管理制度，适应数字化转型企业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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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整体风控团队建设和管理方面，海尔智家对风险管理人员采用“矩阵式管理”，

并建立智能化的信息沟通渠道，提高了公司整体流程数据要素的融通与共享，以减少信

息不对称，提升风险防控人员的独立性和水平。

这都得益于数字技术与风险防控机制在组织层面的深度融合，实现风险防控流程要

素数字化、流程管理数治化等组织管理流程变革，实现组织管理流程再造和优化，对原

有的管理体系进行革新，形成新的风险管理组织架构。

5.2.3 管理决策支撑数字化（战略层面）

数字化转型下，海尔智家风险防控范围不断延伸，数字技术与风险防控的融合不仅

能提高企业风险防控能力，还能从风险管理战略层面为企业重大决策提供科学的数据支

持，有效提升管理决策水平。

在数字技术的帮助下，风险管理部门建立起数字风险评估机制，可以为企业重大事

项全过程的投资决策及风险防控的发展提供大量数据支撑，并给以智能化决策建议，从

而帮助企业做出有效的决策和战略规划，进一步起到防控重大决策风险的作用。数字技

术融入到风险管理决策中的具体实践有：在投资决策前，构建数字风险评价机制，在企

业进行项目投资决策前进行风险评价，对决策的风险进行充分地评估后，并智能化的总

结出投资决策未来是否产生风险，其造成的风险是否属于风险防控可控范围内，并提出

有针对性的风险防控措施，以提升投资决策的科学性。

此外，海尔智家以实现企业战略目标为导向，对于企业重大风险的防控极为重视，

因此，企业以重大风险为抓手，建立了面向公司各类重大风险的数字化防控机制。借助

数字技术将企业资源、生产数据、人力信息以及技术合作伙伴、优质供应商等信息汇聚

至数字化平台，围绕风险信息管理需求，绘制企业能力肖像，将数字技术融入到企业风

险偏好、重大风险画像和重大风险防控工作评价等场景中，搭建一个完整的数字化风险

预警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具有多个维度和层级，用于实时动态分析和监测风险状态，

自动化检测和识别风险，从而实现风险预警的目的，帮助管理层提前部署风险应对策略。

其次，海尔智家将各类重大风险指标转化成可视化的风险报表，能够为企业管理层提供

全面的、智能化的风险数据分析。有助于企业管理者能够从战略层面的角度了解企业重

大风险状况和重大风险态势，为企业洞察风险，把握方向实现企业战略目标提供可靠支

撑。

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海尔智家将风险防控与数字技术融合，通过实践验证了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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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在企业风险防控中的作用和应用。在未来，海尔智家将继续深入推进数字化转型，

不断应对数字化转型的挑战和机遇，提高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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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数字化转型下海尔智家风险防控机制效果分析

本文从海尔智家 2012-2022 年的年报中选取了相关数据，根据企业不同风险防控能

力设立指标，从海尔智家的财务防控能力指标和非财务防控能力指标两方面评价数字化

转型下海尔智家风险防控机制的实施效果。

6.1 基于财务风险防控能力指标分析

6.1.1 资金管理

海尔智家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由于大量资金投入，可能会导致企业出现资金短缺等

财务风险。因此，需要注意资金的管理和合理分配，实时监测资金短缺造成的财务风险。

因此，选取流动比率和资产负债率，分析海尔智家在资金管理方面是否做到对风险的有

效防控。

（1）流动比率

流动比率反映企业流动性资金是否充裕。流动比率越大，说明企业财务风险越小，

反之，流动比率越小，则面临的财务风险越大，这就需要企业重视对风险防控能力的提

升。

图 6.1 海尔智家 2012-2022 年流动比率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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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流动比率指标来看如图 6.1 所示，2012 年-2015 海尔智家的流动比率呈不断上涨

趋势。自 2016 年起，海尔智家的流动比率远低于往年，这与企业发展阶段有关。2016

年海尔智家收购了 GEA，并且着力升级信息化系统，创建资源共享平台，为此投入了

大量资金，导致部分应该被用于偿还短期债务的流动资金被使用，从而造成流动比率下

降。但是从 2017 年开始至 2022 年，海尔智家流动比率始终保持稳定，说明海尔智家对

资金的管理能力有所提升，资金风险得到有效控制，这也体现出海尔智家在资金管理方

面的风险防控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2）资产负债率

通过收集 2012 年至 2022 年资产总额和负债总额的数据如表 6.1 所示，分析海尔智

家的资产负债率如图 6.2 所示，衡量其在数字风险防控机制的作用下，企业风险防控能

力是否得到提升。资产负债率与风险呈正相变动，说明资产负债率越低企业面临的风险

就越小。

表 6.1 海尔智家 2012-2022 年资产总额和负债总额

年份 资产总额（亿元） 负债总额（亿元） 资产负债率

2012 496.88 342.62 68.95%

2013 610.16 410.62 67.30%

2014 750.06 504.26 67.23%

2015 759.61 435.19 57.29%

2016 1312.55 937.89 71.46%

2017 1514.63 1093.15 72.17%

2018 1667 1122.84 67.36%

2019 1874.54 1224.64 65.33%

2020 2034.59 1353.48 66.52%

2021 2174.59 1363.77 62.71%

2022 2358.42 1411.29 59.84%

资料来源：海尔智家 2012-2022 年年报

通过比对海尔智家资产负债率指标变化情况可以看出，2012-2016 年间，海尔智家

的资产负债率保持在 50%-70%的范围内。2016 年海尔智家数字化转型步入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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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防控新模式步入正轨，虽然这一年突破了 70%，但是从 2017 年开始逐年下降，201

7 年至 2019 年的资产总额大幅上涨，负债总额虽也在逐年增加，但是增长幅度小，资产

负债率从 71.46%下降到 67.36%。至 2022 年，海尔智家数字化转型进入成熟阶段，数字

风险防控机制也变得成熟和完善，使得资产负债率稳定在 60%-70%之间。这得益于云计

算、大数据、物联网为企业更敏捷、更智能的风险防控提供了支持，将财务风险控制在

一定范围内，并及时作出相应的调整。

图 6.2 海尔智家 2012-2022 年资产负债率趋势图

总体来说，海尔智家数字化风险防控在资金管理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6.1.2 运营管理

财务风险不仅仅是单纯的资金问题，同样与企业的运营管理存在密切的联系，所以

选择应收账款周转天数、管理费用和成本费用率等财务指标来分析海尔智家的营运管理

的能力，从而评估海尔智家数字化转型下的风险防控机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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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收帐款周转天数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是指企业从获得一笔款项开始到收回并变现所用的时间。周转天

数越短，说明资金的流动速度越快，使用效率越高。反之，应收帐款周转天数增加，意

味着企业收回款项的速度变慢，一些企业则会采取借贷等方式来填充企业运营所需的资

金，但是这样会导致运营成本的增加，使企业陷入被动运营的困境，从而给企业带来诸

多不可控和不确定性风险。

图 6.3 海尔智家 2012-2022 年应收帐款周转天数趋势图

根据图 6.3 所示，海尔智家 2012-2016 年间应收账款周转期逐年增加，且增长幅度

最大，由 16.43 天增长为 27.67 天，增加了 11.24 天，同比增长率逐年提升，表明数字化

转型初期，海尔智家资金周转状况不佳。然而 2016-2019 年应实收账款周转天数逐年平

稳，同比增长率呈下降趋势，说明到转型中期，海尔智家风险防控已步入正轨，开始对

资金流动进行有效控制，直至 2022 年变动依然保持在 1～2天，这表明海尔智家风险防

控对资金管理方面较之前有所改善，已有较强控制能力，风险防控模式效果显著。这得

益于通过数字化工具和手段，风险防控机制可以对生产各个模块的运行进行动态化和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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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化监测，能及时关注到企业运营状况，降低企业在运营管理中面临的风险，并能及时

发现风险，提前制定应对策略。

（2）管理费用

选取海尔智家 2012 年-2022 年期间的管理费用及管理费用率指标进行分析，从管理

层面评价海尔智家数字风险防控机制是否取得效果。

分析管理费用指标要明确的一点是，管理费用并非越低越好，要以企业规模相关为

基础，只需将管理费用所占比例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即可。

图 6.4 海尔智家 2012-2022 年管理费用占比趋势图

如图 6.4 所示，从 2012-2016 年的数据可以看出，海尔智家的管理费用从 51.89 亿

上涨至近 104.44 亿，其绝对值也增长了 2倍。该阶段处于海尔智家数字化转型初期，其

在管理费用投入了大量资金，例如引进大量管理人员。不能完全表明其风险防控机制存

在问题，但可以证明海尔智家意识到了数字技术对于风险防控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

但该阶段尚未形成健全的数字化风险防控机制，数字技术还有待提升，管理费用控制能

力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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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2019 年是海尔智家数字化转型发展期，控制管理费用的成效逐渐显现，管

理费用占资产总额比例从 6.39%下降到 5.04%。虽然 2017 年管理费用增加，但管理费用

所占比重并未大幅度提升。截至 2022 年，海尔在管理费用的投入与前两年始终保持小

浮度增加，但管理费用所占总资产比重却逐年下降，达历年最低，这得益于数字化再造，

对风险防控流程的重塑，组织人员效率得到提升，足以说明企业风险防控对管理费用管

控的贡献。

通过对海尔智家财务风险防控能力指标的分析，发现从 2012 年-2022 年其财务风险

得到有效控制，说明海尔智家数字风险防控机制取得不错的效果。这得益于海尔智家持

续推进数字化转型，重点投入数字风险防控技术和能力的打造，提升在资金管理和运营

管理等方面的效率，从而有效控制财务风险。

（3）成本费用率

成本费用率可以被用来评估控制成本费用的能力以及经营管理水平。对于成本费用

率的分析需要说明，该项指标越低，反映企业的经济效益越好。成本费用率上升，主要

来自成本增加过快。

图 6.5 海尔智家 2012-2022 年成本费用率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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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6.5 所示为海尔智家 2012-2022 年的成本费用率。2012 年至 2014 年，成本费

用率逐年增加逐年降低，说明在数字化转型初期，企业成本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是从

2015 年开始，到 2016 年，这两年的成本费用率都在逐年增加，且达到最高，主要原因

是海尔智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到数字技术研发当中，导致企业成本上升，但是 2

017 年-2022 年，海尔智家成本费用率逐年下降，从 92.01%下降到 88.87%，说明海尔智

家对成本的控制能力得到有效提升，这得益于风险防控机制对于成本风险的监测和防控

起到了有效的作用。

6.2 基于非财务风险防控能力指标分析

通过分析海尔智家研发人员数量占公司总人数的比例和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数占公

司总人数的比例，评估海尔智家在学习与成长方面的水平是否得到有效提升，以此来判

断其风险防控机制是否有效。

（1）研发人员数量占公司总人数的比例

海尔智家在全球设立了多个研发中心和交流平台，为研发人员构建共享、合作的研

发环境。随着数字风险防控机制的设立与完善，海尔智家越来越重视对于数字技术研发

方面的投入，主要体现在研发人员数量上。

表 6.2 海尔智家 2015-2022 年研发人员数量和员工总人数

年份 研发人员数量（人） 员工总人数（人） 研发人员占比

2015 10097 63802 15.83%

2016 10293 74570 13.80%

2017 11301 76896 14.70%

2018 14941 87447 17.09%

2019 16679 99757 16.72%

2020 18014 99299 18.14%

2021 22161 104874 21.13%

2022 24647 109586 22.49%

资料来源：海尔智家 2015-2022 年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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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 海尔智家 2015-2021 年研发人员数量占公司总人数比例趋势图

因为海尔智家研发人员数量在 2015 年才开始在年报中披露，所以该数据主要分析 2

015 年-2022 年的变动趋势。

如表 6.2，图 6.6 所示，2015 年公司研发人员总数为 63802 人，至 2021 年以增长到

104874 人，研发人员占比从 2015 年的 15.83%增长至 2022 年的 22.49%，增长率增加了

6.66%；表明海尔智家在数字技术研发中投入了大量人力资源，说明其风险防控机制在

逐渐被完善，从而有效提升企业风险防控能力。

（2）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数占公司总人数的比例

海尔智家始终秉持着“以人为本”的理念，把社会责任奉为发展第一要义，坚持自

主创新和科技研发、以推动中国数字技术发展为己任。此外，全员参与的风险管理理念，

使海尔智家更为注重职工人员的素质，高学历人才逐年成倍增加。同时在人才培训方面，

海尔智家也给予了高度重视，有针对性的培养数字风控型人才，全方位的提高组织内风

控人才专业素质，为企业风险防控组建一支专业队伍，为提升企业风险防控能力提供支

持和保障。

因为海尔智家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数在 2013 年才开始在年报中披露，所以该数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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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分析 2013 年-2022 年的变动趋势。

表 6.3 海尔智家 2013-2022 年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数和员工总人数

年份
本科及以上学历

人数（人）
员工总人数（人）

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数

占比

2013 10,038 55762 18.00%

2014 11,893 54286 21.91%

2015 12,899 63802 20.22%

2016 15,218 74570 20.41%

2017 21,275 76896 27.67%

2018 16,148 87447 18.47%

2019 24,175 99757 24.23%

2020 26,874 99299 27.06%

2021 30898 104874 29.46%

2022 36332 109586 33.15%

资料来源：海尔智家 2013-2022 年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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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 海尔智家 2013-2022 年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数占公司总人数比例趋势图

如表 6.3，图 6.7 所示，2013-2019 年间，属于海尔智家风险防控部署期间，需要大

量人才补充，人数增长幅度大，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数从 10038 人增长到 24175 人，增长

了 2.4 倍，2019-2022 年，员工总人数呈平稳增长，但是本科及以上人数却在持续上涨，

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数占公司总人数比例从 24.23%持续增长到 29.46%，这表明海尔智家

在对人才流失方面的风险防控能力取得好的效果，而且优秀人才的充实也进一步为提高

风险防控能力提供了支持。

通过从财务风险指标和非财务风险指标多个数据的对比分析发现，海尔智家从数字

化转型开始至今，其对传统风险防控机制进行了革新，融入了数字化技术，在资金管理、

运营管理方面都使得财务风险得到了较好的控制，在学习与成长、市场竞争力等非财务

方面风险防控能力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总而言之，数字化转型下海尔智家风险防控机

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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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研究结论与启示

7.1 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成功构建数字化风险防控机制的企业——海尔智家为案例，探索其在数字

化转型下以构建新的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建立风险防控体系，为数字化转型下企业风险

防控机制构建提供了一条可选之路。

本研究解构了海尔平台构建到社群聚集再到数字化生态系统形成过程，进一步分析

了数字化转型下海尔智家的风险防控机制。研究发现企业始终坚持数据为核心，强调如

何掌握数字技术，并深入融合到风险防控机制中，细分到如何发挥风险管理部门的职能

优势，内部流程再造，对现有业务流程和战略规划进行创新，树立全员风险意识，重视

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引进，进而逐步实现风险防控机制的改革升级，提高企业风险防

控能力。

7.2 启示

通过对海尔智家数字化转型下的风险防控机制及其效果的研究，发现数字风控防控

机制的发展离不开企业各方面的努力，并得到了以下启示：

（1）树立全面风险防控理念

传统风险防控机制要求企业拥有能够识别基本风险，并做到有效预防等能力，但数

字化转型背景下，要求管理者能够识别企业面临的各种可能性风险，并培育和形成管理

风险的理念，尤其要将关注焦点从只关注经营风险转向全面风险的管理，树立全面风险

防控理念，改变传统单一的风险治理理念。

（2）发展数字化风险防控技术

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需要依靠数字化技术实现对风险管理流程、风险指标评

估等方面的改造，才能使得企业风险防控机制更加适应数字生态环境中动态化和复杂化

的多元局面，因此，要重视数字技术在风险防控中的应用与创新。

第一，重视数据资产，数据驱动数字技术发展。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大数据成为了

风险防控的重要要素。企业可以建立风险管理数据库，利用大数据、智能工具等数字技

术，根据数据库记录的各类风险的信息动精准的识别和评估，实现对风险实时监管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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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第二，搭建数字风险防控平台。当数字技术融入到风险防控中，通过搭建数字风险

防控平台可以动态化的对风险进行监测。风险防控包括风险监管、风险评估和风险预警

等流程。建立数字风险防控平台，应用场景有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对业务、生产和管理

等可能产生风险的环节发布风险警告，做到早跟踪、早发现、早应对，预先防范企业风

险，提高风险防控水平。

总之，发展数字化风险防控技术可以实时监察业务活动、组织活动和战略决策中存

在的风险，完善风险防控机制，提高企业风险防控水平。

（3）构造多主体参与的风险防控格局

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各级、各部门及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

风险防控需要多方联动，协同管理，构造多主体参与的风险防控格局。

第一，积极培育全员风控意识。由于风险管理碎片化，导致全员风险意识缺乏。因

此，要重视培育全员风险意识，让全员上下达成共识，共同参与到风险防控工作中。

第二，建立多层次和多维度的数字交流平台。为了降低风险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沟通

效率低下，需要促进企业进行多层次的沟通与交流: 一是加强与核心利益相关方之间的

沟通与合作; 二是重视企业内部管理组织之间的沟通与合作。通过对各方行为进行整体

的统筹协调，有助于提高信息使用效率，降低沟通成本，让风险参与组织能够获得及时

充裕的风险信息，并及时处理风险数据，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应对风险。除此之外，企

业还需要重视管理高层之间的沟通。这种沟通属于与非正式沟通渠道，其拥有较少的沟

通层级，因此沟通的时效性更强，但是要注意获取的信息是否真实、可靠。

第三，构建风险防控利责分配机制。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除了建立能者多得、

多劳多得的激励制度外，还要强调不同组织或个体在风险防控中应该承担的责任和利益。

构建风险防控利益与责任分配机制，保障组织和个体的利益，且能吸引更多人重视和参

与到风险防控工作中。

（4）培养数字化风险防控人才队伍

在一些特殊的复杂度较高的情况下，还是需要一些进行人工补充的，尤其是在数据

量较少、新的风险模式变化不确定性又非常大的领域还是有人工发挥的余地。智能风控

会占据大多数的通用场景，人工是趋于在一些细分领域或者小众的场景继续发挥价值。

企业进行数字化防控机制建设，需要有一支优秀的人才队伍。企业应当建立完善的风控

人才培养体系，为员工提供专业培训，同时培养员工的风险防控意识，提升员工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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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控素养。此外，政府也应该加强对数字化相关学科的建设，加强对数字理论和实践方

面的人才培养，并将研究投入到风险防控中去。在政策层面，加大人才引进战略的推广，

引进海内外优秀人才投入到国内企业风险防控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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