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化理财进阶

    “保险只有两样不赔：这个不赔，那个不

赔。”昨天下午外滩大会的保险科技论坛上，
演讲嘉宾转述客户吐槽的话，引发听众会心

一笑。其实，保险理赔对技术含量要求高，成
本不菲。降本增效，科技在其中大展身手。

变往返跑为不用跑
理赔材料的收集，让客户最头痛。传统方

式下比较复杂的疾病理赔，需要用户把所有

相关的材料交到保险公司柜台。像恶性肿瘤
必须提交术中的病理报告，而双耳失聪根据

事后几个月的损害鉴定报告才能确定理赔程
度。“普通用户不一定搞得清楚，可能需要在

医院、自己家和保险公司之间往返多次。”蚂
蚁集团保险智能产品部总经理方勇说，他们

的系统中识别的凭证数量共有 107类，这么
多种凭证对于一位没有受过专业培训的用户

来讲，太难了。
此次论坛上，全链路的“理赔大脑”首次

对外展示。它包括智能材料收集系统、智能调

查系统和智能审核系统三个方面，支撑这三
大系统的是底层数据、算法、知识图谱。方勇

当场演示线上智能相机到底能做些什么。蚂

蚁集团保险智能产品部率先把很多的模型算
法前置到了 APP端，让 APP在用户手中就能

够实时做一些提示和拦截，提高便利度。

“慧眼”一扫效率提高
来看看线上智能相机的本领。
四张画面，第一张是住院单的首页，系统

一眼就认出。第二张，被辨别出为模糊材料。

网上理赔报案材料里，模糊、翻拍、缺失关键
性凭证的占比较大，这也给后端理赔审核服

务带来极大的压力。第三张是翻拍自电脑屏
幕的画面，系统马上作出提示：请使用真实文

档来拍摄。第四个识别就更厉害了，报案什么
样的疾病，就需要对应提供什么样的材料。如

果没有提供，线上智能相机在前端报案时就

会提示缺少了什么材料，比如出院小结、医生
签字、医院盖章等。

方勇介绍，一个住院 7天的重大疾病患

者，公估公司为他做理赔调查取回的医疗记
录材料平均总页数为 165页。审核人员要看

完全部材料，查找到对应图片，翻出对应的证
据，找到对应的时间，筛选和审核的时间短不

了。通过“理赔大脑”的处理，会把 50%不满足
报案条件或者未达到标准的案件，直接先过

滤掉；20%有明确既往症证据的案件，接下来

处理掉；剩下的案件，把材料全部按照时间顺
序整理好，提示审核人员哪些地方会有风险。

这样一来，效率比传统流程提升 70%以上。

善用科技共创价值
“2020年上半年，中国民众每月通过社交

媒体谈论健身、健康饮食话题的平均数量增

长超过两倍。消费者对通过使用预设的移动
及数字化装置，在预防疾病、实现便捷生活及

自?管理健康方面的兴趣有增无减。”友邦保
险集团首席执?官兼总裁李源祥昨天在论坛

上表示。他说，在未来十年亚洲地区将有 14

亿人口加入中产?列，这一数字是全球其他
地区的 7倍。新冠疫情下，大众的消费重点发

生基础性转变，人们寻求增强抗压的能力及
加大风险保障的方式，而消费者对数字化渠

道的偏好也发生了巨大改变。
李源祥认为，保险?业面临前所未有的

机遇，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了解快速转变的消
费者?为，并善用科技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

创造共同价值。

本报记者 谈璎

理赔材料总管
107类凭证煞煞清

全链路保险“理赔大脑”

    “你好，我有笔钱想投资，预期收益在 6

到 10个点，花一年时间吧，有什么选择？”
“先生，您好。按照您的需求，适合购

买为期一年的固收+基金，它 70%左右的钱
会投向债券，30%投向股票，仓位会随着?

情灵活调整。”
这段常出现在投资者与专业投资顾问

之间的对话，9月 24日发生在上海外滩大

会的财富伙伴大会现场。但不一样的是，这
次对话的双方一个是真实的人，一个是虚

拟的智能理财 AI机器人。蚂蚁集团财富事
业群首席技术官邓宏和智能理财 AI“支小

宝”进?了一场类似“图灵测试”的实验，现

场超半数人认为，“比较像真人”。

据邓宏介绍，支小宝的升级方向是拥
有更智能的对话本领，能像真人理财顾问

一样为用户提供理财建议。为此，蚂蚁的技
术专家搭建了长程陪伴的智能对话系统，

通过对用户历史服务的长期记忆，结合金
融知识图谱精准推理对话意图，对对话结

构策略自动挖掘，基于用户反馈做决策并

强化学习。
在外滩大会展示区，线下版的“支小宝”

已经率先亮相，可语音互动。相比于市场上
各类现有智能设备对金融知识的“无知”，支

小宝对各类金融理财知识的掌握堪称“满

级”。“对现在的股市?情怎么看？”“某只基

金啥情况？”面对诸如此类的问题，支小宝立
刻就能答得头头是道。据说，最长的一次对

话，支小宝跟一个人聊了足足一个半小时。
不过，也有很多观众的问题超出了支

小宝的“服务能力”。有观众问：“如何实现
财富自由？”支小宝的回答很冷酷：“我也想

知道！”

据介绍，支小宝升级后，用户和它的对
话数比起此前提高 150%，主动提问的比例

也提高了 100%，但距离像个真人那样准确
理解人们的想法，还有不小距离。邓宏表

示，“AI背后是支付宝理财智库多位专家和
机构的投研智慧，还将不断驯化和迭代。”

过去许多投资者不敢、不懂也不会理
财，但专业的理财师费用昂贵，通常服务于

高净值群体。比如在银?，通常需要 50万
甚至上百万的资产才有专属的人工理财师

服务。而未来，完成“拟人化”升级的支小宝
1分钟能同时对话千万人，实现毫秒级回

复，并且比真人更加理性、客观、公平。
本报记者 金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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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滩大

会上，有学者
说：金融科技是

一种生态，而非狭
义的画像；有参观者

说：金融科技让人与人
更近了，比如面对面“扫一

扫”，就形成了一种连接……

入园门票验证、入场参会确
认、入馆参加体验，想了解更多信

息，想购买心仪商品，想打卡互动
体验，或是饿了、渴了都只要“扫

一扫”就能满足需求。“扫一扫”似
乎成为外滩大会上最“高频”的动

作，也“扫”出一幅超级生活图景。

“潮”阿姨很会玩
王阿姨今年 66?了，一头白

发的她第一次戴上 VR眼镜，踩着
哈啰共享单车体验虚拟现实，引

来一群年轻人为她加油喝彩。“不
太习惯，有点头晕。”王阿姨没坚
持到最后，有点儿不好意思。她是

支付宝大学邀请来的外滩大会老

年观察团成员，平时就是老年大
学的“学霸”，琴棋书画都学过。她

身上的团服 T?特别潮，胸前写

着“未来趋势观察团”，背后印着
“我全都要”，阿姨笑着说，就想来

看看年轻人在玩些啥。
体验结束，去展位上用支付

宝“扫一扫”，就能打卡领纪念品，“这个我有，手机

上装着呢！现在买菜都不用带钱了，啥都能在手机
上方便完成，连炒股都是。”王阿姨很感慨，“不过，

炒股还是电脑好，手机太小了，看不清 K线图……”
集结着各种潮流“玩家”的露天超级生活集市

也很有趣，不过所有交易都只能扫码支付。男生都
有个机甲梦，充满金属感的原创手办“机械党”一上

午就卖出了好几只盲盒产品；另一侧，音乐酒吧也

来练摊，跨界文创琳琅满目，与盒马和盗墓笔记联
名款米酒很受欢迎。

“声音邮局”传祝福
集市上的公益好玩，人气也旺。阿拉善 SEE公

益机构曾为保护动物录下它们的声音，这些珍贵的

音频存储在网络空间。摊位前设立的“声音邮局”贴
满了这些声音“主人”的明信片，上面的每一枚二维

码就像一扇门，通向虚拟却真实的动物世界。机构
将同样的技术带到集市，邀请参观者扫码制作个性

化的有声明信片，发到朋友圈就能传递祝愿。

蹬一会儿特制的单车，就能启动“粉碎机”，碾
碎回收来的塑料瓶盖。细碎的彩色塑料小块成为最

好的文创原料，再经过加热重新塑形，变成好看的
海龟、海豚、鲨鱼等海洋动物钥匙圈。上海亿角鲸海

洋研究中心的摊位设置了这场体验，希望大家关注
海洋严重的塑料污染问题。

绝美的海洋生物却附着在本不应该出现的东
西———塑料上面，一幅幅震撼人心的照片是亿角鲸

海洋研究中心的潜水员们在深海所摄。这些真实海
洋的定格，印制成文创产品，却让买家自由标价。一

位参会嘉宾扫码输入 168元，带走一只小小的冰箱
贴和一把伞，摊主称谢。可听完深海的故事，他觉

得：“给少了。”
午后，欢畅的歌声传来，人们围坐在集市入口

的一块小草坪上听歌。歌手面前的谱架上，放着一
只手机和一台平板电脑，没有舞台没有乐队，乐谱、

歌词，伴奏、声效，一场小型音乐会仍然轻松搞定。
链接着人与人、人与世界，这就是科技带来的

超级生活。 本报记者 易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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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高科技 给你超能力

贴身投资顾问
有人一聊 90分钟

    阿拉准备好了！ 昨天在首届外滩大会开幕式伊
始， 大屏幕上出现的这句话让许多在场嘉宾和观众
倍感振奋。如今，每个普通人都能为金融科技发展贡
献智慧力量。

100年前的上海滩曾经出现过 1元起存的业务。

在新金融时代，不仅能 1元钱理财，还能智能地将工
资转成你所需要的理财产品。 正如蚂蚁集团董事长
井贤栋在开幕式上所说， 新金融的服务核心从以钱
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过去的金融是人找钱、企业找
钱，新金融是让钱找人，钱去找企业。

在昨天的开幕式上， 一位 4岁女孩提问 68岁
“世界互联网教父” 凯文·凯利未来是什么样子？ 凯
文·凯利描绘了一个非常诱人的前景：如果给每个新
生儿一笔小投资，用区块链等科技追根溯源，让这笔
投资可以伴着孩子一同成长，等他们到 21岁时再拿
到收益，享受整个世界的普遍繁荣。目前金融科技发
展的力量才发挥了一小部分， 我们每个普通人的参
与，将使其呈现出不可估量的潜力。 今天的上海，正
以金融科技打造新金融的未来。 大数据、人工智能、

区块链、5G等新兴技术与金融业深度融合， 助力各

行各业普惠发展、 提升超大城市品质生活， 无论年
龄、地域或者财富的多少，每个个体都能获得金融的
助力，拥有平等发展的机会。

外滩大会不仅将为金融科技发展贡献智慧力量，

还将更好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科创中心建设。如
果说首届外滩大会力求成为让 “普通人也能看懂”的
金融科技大会， 那么在这几天会上碰撞出的思想火
花，将从金融、科技和产业等方面积极探索，助力上海
加快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科技中心。

本报记者 方翔

    农民在手机地图上把自己的农田“圈”

出来，然后再简单操作几步，接下来就交给
卫星了，几分钟后，几万甚至几十万元贷款

就到账了。今天上午，外滩大会上传来好消
息：卫星遥感技术将正式全面在农村金融

领域商用，成为解决农户贷款难的新钥匙。
中国也将成为全球范围内第一个将卫星遥

感技术运用于数字贷款领域的国家。

技术原理：“天地握手”

农村贷款最大的痛点是，银?很难知
道农户有多少资产，耕地到底产量多少，价

值多少。“通过人工勘查肯定不现实，农村
地广人稀，人力成本巨大，平均一笔贷款仅

人力勘查成本就达到几百上千元。”网商银
?农村金融风险总监顾欣欣介绍说。

既然靠人看不?，那就靠卫星看。“农

户可以拿着手机，绕地走一圈，或是在支付
宝上把自家的地在地图上圈出来，卫星就

可以去识别这块地的农作物面积、作物类

型，分辨出水稻、玉米、小麦、花生、烟草等多

种作物的区别，目前准确率已达到 93%以
上。农户圈出的地块是否准确，也可以和农

户在政府机构登记的土地流转、农业保险等
数据进?交叉验证。”网商银?农村金融首

席算法专家王剑解释道。
换言之，“天”和“地”的信息一握手，农

户最值钱的资产———“农作物”的信息就出

来了。“有了这个关键信息，再结合气候、?
业景气度等情况，通过几十个风控模型，就

可以预估产量和价值，从而向农户提供额度
与合理的还款周期。”顾欣欣介绍说。

卫星具有低成本、广覆盖等优势，所以
这一技术在导航、保险理赔等领域都有着广

泛运用，但是，在信贷领域，全球范围却从未
有过运用，原因是计算量太巨大了。要对信

贷风控有帮助，卫星看一次可不够，必须经
常观察作物的长势，目前，以五天为周期，网

商银?需要实时更新卫星影像和识别结果，
监测农作物的长势，判断作物所处的育苗

期、拔节期或收割期等阶段，进而分析农户
插秧、打药、追肥以及收割时期的不同资金

需求。随着技术的突破，海量算力的问题通
过云计算得以解决，而中国的算法能力在全

球范围颇具优势。

全国1/3涉农县区试用
试用期期间，已有农户成为这项新技术

的受益者。来自江西宜春市的种粮大户刘迎

锋就是其中一位，她种植了 2000亩水稻，每
年插秧、追肥期和收割期，都需要大笔资金。

今年 9月，她在手机上标注了自己的地块，
几分钟后，35万元贷款就到账了，解决了种

子化肥的采购和雇佣工人的劳务费问题。

“种粮大户都缺钱，规模越大越缺钱。因
为没有抵押物，以前银?不敢相信我，没想

到，如今靠天上的卫星，只是在手机上圈了
下我的地，银?马上相信了我。”刘迎锋说。

而这一新方式，也得到许多政府的支
持，“传统信贷，一套手续下来，黄花菜都凉

了，农作物不等你时间。卫星遥感技术真正
做到了跟国民政策相符合，能快速把资金送

达农户，我们希望卫星遥感技术在全市落地
推广，让所有农户没有后顾之忧。”宜春市金

融办副主任易宜斌表示。
据了解，包括宜春的涉农县区在内，全

国约 1/3县域（690余个涉农县区）从今年 9

月开始，率先推广使用这一技术，这些涉农

县区此前也都与网商银?就农村金融达成
过战略合作。 本报记者 金志刚

农田“圈”出来
贷款几分钟到账

    “过去许多投资者不敢、不懂也不会理财，但专业

的理财师费用昂贵，通常服务于高净值群体。但现在
科技正逐渐让金融变得更普惠，智能可以更好地连接

用户与机构，助力全民理财进阶。”昨天下午，蚂蚁集
团数字金融总裁黄浩在外滩大会财富伙伴大会分论

坛上说。
要想完全理解智能化对理财整个链条的帮助是

个复杂的过程。蚂蚁集团数字金融财富事业群总经理

王珺在现场举了个例子：“如果讲智能化在家居上的
应用，你回家后窗帘会自动打开，有机器人会在你上

班时帮你打扫房间，都非常能理解。但是把智能化场
景应用在理财上，用户做决策是一个长链路、深决策，

需要深判断辅助的过程。”
王珺认为，理财领域的智能化分为两条线，一个

叫看得见的智能，比如智能理财机器人。一个是看不
见的智能，穿插在整个平台当中，比如平台会记录用

户每次交易、浏览的信息、偏好，还有所有金融属性?
为，经过智能化处理，给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今天，大家打开支付宝理财频道，绝大部分内
容、服务和产品都是由智能驱动的。我们使用大规模

推理网络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用户，持续升级用户
体验。我们还通过智能去理解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

用强大算力和精准算法去处理海量公开市场的数据，
挖掘数据背后的规律和有价值的信息，提升服务专业

度。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未来这些技术还
将快速发展，更重要的是，他们会走向融合。”蚂蚁集

团财富事业部首席技术官邓宏表示。

光大保德信基金总经理刘翔认为，有效触达是资
产管理机构的关注重点。“实现有效触达后，我们跟客

户的互动就更加频繁，客户理财体验更好，也能实现
自己的成长。在理财过程中，我们要做的不仅是一个

讲师，不断向客户灌输或者推送。更重要的是，要成为
一个教练，使客户和我们一起成长。”

本报记者 杨硕

    新加坡人最爱网购线上旅游和酒店，线上支付

聚焦在高端产品；马来西亚是全球第二个可以扫码
坐地铁的国家；泰国年轻人会在便利店充值数字钱

包后，在线给游戏充值、买东西；印度人在电商平台
买东西后，更爱货到付款……在东盟和南亚国家，数

字化生活正在快速发展，让这些地区成为全球范围
内的新兴“后浪”。

今天上午，德勤与“外滩大会”合作出品的报告

《后浪来袭！东盟与南亚的璀璨数字生活》正式发布，
德勤通过对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

律宾、印度、孟加拉国以及巴基斯坦八国各年龄段人
群的调研，发现 21-40?青壮年的数字生活最丰富，

数字支付正作为切入口和更多的应用场景相连接，
改变着用户的社交、金融服务、数字娱乐、生活服务

和购物方式。“对于整体东盟及南亚来说，这一趋势
还处于初级阶段。”德勤中国 TMT?业主管合伙人

林国恩说，在这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最具活力的两
大地区内，除了新加坡数字支付较为成熟外，其他国

家仍有很大进步空间。今年 COVID-19危机之后，数
字支付可以避免货币接触，更加安全卫生，渗透率因

此加快，引发数字支付的急剧上升。

报告显示，疫情后，东盟和南亚 78%的消费者增
加了数字服务的使用。线上网购、朋友转账和线下零

售支付成为了数字支付最常见的三个应用场景。无
论是在家点外卖还是用支付宝在手机上付款，以无

接触服务为主的数字生活方式迅速从中、日、韩等数
字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向东盟及南亚等传统上较为

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扩散。以数字支付为基础的无
接触服务，改变了这些国家人口倾向于使用现金的

传统习惯。德勤据此预测：到 2025年，亚洲地区的移
动消费，将比 2019年增长三倍以上。

本报记者 张钰芸

■ 大数据加持，专业理财服务不再昂贵
■ 更好地连接用户与机构，助力全民理财进阶

■ 东盟南亚国家， 正成为全球范围数字化生活新
兴“后浪”

■ 德勤预测：到 2025年，亚洲地区移动消费将增
长三倍以上

卫星遥感信贷技术

数字化后浪来袭

国内首个智能理财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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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观者与智能理财 AI机器人对话 本版摄影 记者 孙中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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