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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商业银行整体发展中需要做好各项风险的管理，信贷业务风险作为一种具体的风险形式也需要得到更为

有效的管理。运筹学视角下商业银行信贷业务风险管理中要强化“控制”，这与商业银行内部控制需求

也有较高的一致性。部分商业银行基于运筹学视角进行了信贷业务风险管理尝试，基于观察、对比和分

析后能够发现，相应风险管理中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管理实践上也存在一些具体问题。本文具体分析了

运筹学视角下商业银行信贷业务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实际提出了科学规划基础上构建全面的

风险管理体系、立足实际明确风险管理重点等策略，研究结果表明，运筹学可以成为商业银行信贷业务

风险管理中的基础性指导，运筹学知识有效应用也可以帮助商业银行更好管理相应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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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banks, it is necessary to manage various risks well, and 
credit business risk, as a specific form of risk, also needs to be managed more effective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control” in the risk man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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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 of credit business of commercial banks, which is also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e internal 
control needs of commercial banks. Some commercial banks have attempted credit business risk 
mana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perations research. Based on observation,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it can be found that certain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corresponding risk man-
agement, but there are also some specific problems in management practice. This article specifi-
cally analyzes the problems in risk management of commercial bank credit busi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perations research, and proposes strategies such as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risk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scientific planning and clarifying risk management priorities based 
on reality.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operations research can become a fundamental guid-
ance for risk management of commercial bank credit business, The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opera-
tions research knowledge can also help commercial banks better manage corresponding ri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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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商业银行间的竞争越发激烈，为了更好应对外部竞争，确保自

身业务正常开展，做好个人信贷业务风险和其它多种风险的管理显得越发必要。运筹学作为系统性的

学科，其中的很多知识可以在商业银行信贷业务风险管理中应用，并发挥出一定价值。但进一步观察

和分析后可以发现，基于运筹学进行相应的风险管理并不简单，这通常也对商业银行提出了更高的管

理要求，不当的实践尝试也不利于风险的有效控制。正因如此，探寻出基于运筹学的信贷业务风险管

理策略十分必要。 

2. 运筹学视角下商业银行信贷业务风险管理概述 

2.1. 运筹学内涵与特点 

运筹学是现代管理学中的基础学科知识，自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这一学科在不断的发展中日臻成

熟。运筹学中的核心是运筹与控制，运筹的过程也被看作是控制的过程。运筹学的主要目标在于为管理

人员提供科学的管理参考和依据，其也被看作是实现正确决策和有效管理的重要方法。现阶段，运筹学

已经在多个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利用统计学、数学模型构建等方式进行运筹，从而解决一些复杂问题

也成为了运筹学实践应用上的一大特色。 
运筹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其同时具有科学性、实践性、系统性和综合性这四大特点。科学性是指

运筹学本身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在运筹层面也需要科学的方法作为支撑。实践性是指运筹学的实践性

较强，其也是面向实践应用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学科。系统性是指运筹学倡导用系统的观点看待、分析问

题，其更为着眼于整体而非局部问题。综合性是指基于运筹学尝试解决相应问题时通常会应用到数学、

信息技术等知识，运筹学应用中往往也伴随着多学科知识的系统性应用。 

2.2. 商业银行信贷业务风险管理内涵 

存贷款业务是商业银行业务体系中最为基本的业务形式，作为一种金融服务，信贷业务在开展上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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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为银行带来一定收益，同时，业务开展中自然也伴随一定风险。因此，在开展信贷业务的同时，商业

银行便不得不面临相应风险，并需要对信贷业务开展相关风险进行管理。广义上看，与信贷业务风险管

理的相关活动都是具体的信贷业务风险管理。从狭义上看，其中则包含着信贷业务风险的识别、评估、

控制等具体管理工作。从具体目的上看，之所以要对相应风险进行有效管理，其直接目的便在于弱化信

贷业务的风险性。业务相关风险得到了较好预防和化解后，信贷业务的更好开展，以及商业银行的更好

发展均能得到较好保障。新时期，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开展上的同行业竞争压力较大，互联网金融快速发

展也带动了信贷业务形式上的不断创新，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现代业务风险管理的系统性和复杂性，

相应风险管理中往往也会涉及更多的管理事务。 

3. 运筹学在商业银行信贷业务风险管理中的应用价值 

3.1. 驱动信贷业务风险管理创新 

很多银行与非银行类金融就都在风险管理中进行了运筹学应用尝试，从银行信贷业务风险管理的角

度看，运筹学的应用价值首先体现在驱动相应风险管理创新这一层面。可以对商业银行现代业务风险管

理产生影响的因素较为多样，其中，银行自身的管理理念、认知是基础性影响因素，而选用何种方式进

行管理则是最为直接的影响因素。运筹学中强调运筹与控制，同时也具有综合性这一基本特点。基于运

筹学进行信贷业务风险管理时，诸如数学知识、大数据分析技术、信息技术等也会被更多应用到相应风

险管理的进程中，这些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较好应用也能提升相应风险管理的创新性。此外，运筹

学较好应用后，商业银行也能更多从整体视角审视信贷业务风险管理，并从内部控制的角度进行一些管

理调整与优化。这通常意味着信贷业务风险管理理念的不断转变和越发成熟，同时也可以为相应风险的

管理创新营造良好环境。 

3.2. 丰富信贷业务风险管理内涵 

运筹学在商业银行信贷业务风险管理中的应用也能丰富相应风险管理的内涵，这同样是运筹学应用层

面的具体价值。一直以来，很多商业银行简单将信贷业务风险管理作为银行整体风险管理中的一部分，相

应风险管理中也往往局限于信贷开展这一层面。运筹学具有系统性的特点，其更为倡导从整体看待问题，

因此，运筹学应用下，商业银行也能从信贷业务开展、内部控制、存贷款业务更好开展、银行自身健康发

展的角度审视信贷业务风险管理事宜，这自然可以较好丰富相应风险管理的内涵。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运

筹学应用往往伴随着相关数据的分析，以及管理上主次的明确等，这可以从横向上提升信贷业务风险管理

的“宽度”，也能才纵向上增加相应风险管理的广度，从而较好丰富新时期信贷业务风险管理内涵。运筹

学应用下相应风险管理的内涵越发丰富后，商业银行也可以在相应风险管理中掌握更多主动权。 

4. 运筹学视角下商业银行信贷业务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4.1. 信贷业务风险管理全面性不足 

部分商业银行基于运筹学进行了信贷业务风险管理，但最终的信贷业务风险管理状况并不理想，这

与其并未较好基于运筹学的应用进行风险管理规划有直接关[1]。一直以来，很多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开展

中的逐利性十分明显，部分支行内也存在着一定的信贷业务考核指标。为了更好达成吸收存款、发放贷

款的经营目标，部分商业银行在信贷业务开展中的风险意识较为薄弱，这便埋下了一定的风险隐患，同

时也加大了相应风险管理的压力。运筹学视角下，部分商业银行在信贷业务风险管理中的理念有了一定

转变，但其通常没有结合运筹学应用的实际以及相应风险管理实际做好管理规划。总行提出信贷业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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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管理要求，分行执行具体要求的管理方式较为机械，且这种线性的管理体系也无法促进相应风险管理

有效性的提升。在无法基于运筹学应用做好信贷业务风险管理规划时，各个层面与各个时期的风险管理

工作在开展上也难以形成一个整体，这也无法较好丰富运筹学视角下信贷业务风险管理内涵。 

4.2. 信贷业务风险管理侧重模糊 

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开展中风险诱发因素众多，同时，信贷业务风险形式也较为多样[2]。基于运筹

学的商业银行信贷业务风险管理中，虽然相应风险管理的形式越发新颖，但在相应风险管理中并未明确

出具体侧重，这同样是运筹学视角下相应风险管理中存在的一个具体问题。很多商业银行所进行的信贷

业务风险管理是一种事后管理，即部分企业、个人无法按时还款产生坏账和风险后进行管理。这种做法

并不可取，忽略风险管理策略的明确进行事后管理也会导致商业银行在相应风险管理中变得极为被动。

此外，不同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客户群体不同，信贷业务开展上的侧重同样存在差异。运筹学虽然更为

关注从整体上看待问题，但商业银行在信贷业务风险管理中的资源较为有限，难以明确出管理侧重往往

也不利于相应管理资源的精准配置。对于一些缺乏运筹学应用经验的商业银行而言，一直以来缺乏相应

风险管理的侧重也不利于运筹学应用切入点的明确，这一状态下所进行的管理也很容易流于形式。 

4.3. 信贷业务风险管理创新性偏低 

很多商业银行对运筹学在信贷业务风险管理中的应用缺乏足够了解，从形式上看，其基于运筹学的应

用进行了一定的风险管理尝试，但相应风险管理的创新性依然较低。以风险识别为例，大部分商业银行往

往会根据具体信贷业务的还款账款对相应业务的风险性进行评估。这种做法可以为商业银行掌握业务风险

性提供一定帮助，但单纯基于这一种方式，从单一维度进行风险评估的做法并不可取，这也与运筹学所倡

导的从整体看待问题存在一定出入。运筹学实际应用中往往伴随着数学知识、大数据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应

用，但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管理中，数学知识以及其它新技术的应用程度较为有限，部分商业银行对传统

的信贷业务风险管理策略也具有较高依赖性。特别是在一些基层支行内，信贷业务开展上的信息化程度较

高，但相应风险管理上的信息化程度较低，这自然导致业务开展与业务相关风险管理间存在“不匹配”的

问题，无法基于一些新知识、新技术进行相应风险管理时，运筹学也很难在相应风险管理中有效应用。 

4.4. 信贷业务风险管理人才专业素养偏低 

在知识经济时代下，无论是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开展，还是业务相关的风险管理都需要专业人才参

与[3]。特别是运筹学应用下，相应风险管理的内涵越发丰富，实际管理中需要兼顾的内容更为众多，这

也需要熟悉运筹学，且综合素质较高的人才作为支撑。但一直以来，很多商业银行更为看重信贷业务人

才的培养，信贷业务风险管理人才培养的受重视程度相对较低。在基层支行内，大部分信贷风险管理人

才对运筹学并不了解，其也很难基于不同学科知识的综合应用及不同技术的综合应用管理信贷业务风险。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缺乏专业的信贷业务风险管理人才，运筹学也很难深入应用到信贷业务风险管理之

中。而无法联系信贷业务开展实际，以及客户信用状况、资产状况进行有效的数据分析，或站在运筹学

应用的其它视角高质量开展信用风险管理工作时，基于运筹学的信贷业务风险管理中反而容易出现很多

新的管理问题，这也会拉低相应管理的有效性。 

5. 运筹学视角下商业银行信贷业务风险管理的具体策略 

5.1. 科学规划基础上构建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 

运筹学视角下商业银行信贷业务风险管理中涉及的工作更为多样，多学科知识的和多项技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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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相应风险管理的复杂性。考虑到此，商业银行应当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构建全面

的信贷业务风险管理体系，以此为各个层面与各个时期风险管理活动的开展提供有效指导。例如，东北

某商业银行省级分行在 2021 年便进行了基于运筹学的信贷业务风险管理尝试，并在同年构建出了新的风

险管理体系。在这一全面的信贷风险管理体系中，基于数学模型分析的信贷产品收益性与风险性评估，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贷前审查、贷中跟踪、贷后管理，基于信息技术应用的信贷业务个性化管理等事宜均

得到了明确。同时，新的信贷业务风险管理体系中也对运筹学应用事宜进行了具体安排，并倡导成立信

贷业务风险管理数据整合与分析中心。得益于这一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构建和运转，该商业银行也在基

于运筹学的个人信贷业务风险管理中取得了很大突破。 

5.2. 立足实际明确风险管理重点 

蒋晓梅在《商业银行个人信贷业务风险管理探究》一文中指出，商业银行要想保持持续稳定发展，

就必须树立新的风险管理理念，构建科学的风险管理机制[4]。对商业银行而言，立足实际明确出基于运

筹学的信贷业务风险管理侧重，区分主次的管理相应风险较为可取。例如，某城市商业银行因违规放贷

受到了一定处罚，其信贷业务风险一直较高。近两年，该商业银行基于运筹学的应用重点将贷前风险审

查与评估作为了信贷业务风险管理重点。接到了个人或企业的信贷的申请后，该商业银行会基于对个人

信用状况、资产状况、工作状况等进行偿债能力分析，并基于系统测算和线下测算这两种途径计算最终

授信额度。对于企业客户，该商业银行同样基于运筹学的视角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贷前审查与评估，对企

业财务数据、资产负债表、盈利能力与偿债能力进行分析后，银行在是否提供融资支持等方面也有了更

多参考信息。运筹学视角下从不同角度进行贷前审查与风险评估后，该商业银行近几年也较好控制了信

贷业务风险，贷前审查与风险评估这一重点的明确也较好缓解了后续风险管理压力。 

5.3. 基于大数据分析驱动风险管理创新 

商业银行基于运筹学进行信贷业务风险管理时也要积极应用一些新知识和新技术，以此从更多角度

进行信贷业务风险的管理。例如，商业银行可以基于信息技术的应用整合更多的信贷业务开展相关，以

及信贷业务风险管理相关数据，在内控五要素理论下，这些数据可以被应用到风险管理层面，熊婉静在

《我国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内部控制及其风险的关系研究》一文中也肯定了大数据分析在风险管理中的价

值[5]。以某商业银行大数据分析式的信贷业务风险管理为例，该商业银行应用了信贷业务风险管理系统，

该系统的优势在于“风险 + 内控 + 合规一体化”。信贷风险人员及时上传贷前审查信息，并做好信贷

风险管理相关的信用跟踪与管理后，系统中所存储的数据信息更为多样。基于对这些数据进行的自动化

分析，系统中会标记部分高风险客户与高风险信贷业务，信贷风险管理部门和人员则会根据系统提示进

行针对性的风险评估与应对。在产生坏账后，该系统也会尝试制定出个性化催收、还款方案，以供银行

和客户参考。信息技术与大数据分析不断应用下，信贷业务风险管理形式上更为新颖，部分风险管理工

作的开展效率也有了明显提升。 

5.4. 不断提升风险管理人才专业素养 

运筹学在商业银行信贷业务风险管理中的应用涉及到系统性的分析，同时也涉及多学科知识和多项

技术应用下相对复杂的工作，乔云婷在《我国商业银行个人信贷业务风险管理与防范研究》这一研究中

具体论述了人才培养、人才队伍建设同风险管理间的关系[6]。因此，商业银行不仅要及时转变相应风险

管理的理念，同时也要结合运筹学应用下相应风险管理中出现的变化积极打造专业的人才队伍。具体来

说，商业银行应当组建运筹学应用下的信贷业务风险识别与评估团队和风险控制团队。风险识别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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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被看作是商业银行信贷业务风险管理的开端，这其中通常涉及到大数据分析以及多种信息的整合与

分析。对这部分人才，商业银行应当做好针对性培训，重点提升其基于大数据分析进行风险识别与评估

的能力。信贷业务开展中的风险难以被完全消除，由于必然会存在一定风险，商业银行也应当在运筹学

视角下强化运筹与控制的关系，并培养风险控制团队人才借助金融途径、法律途径控制相应风险的能力。

打造出专业素养高的信贷业务风险管理人才队伍后，商业自然可以更好基于运筹学进行更为有效的风险

管理。 

6. 结语 

商业银行应当加深对运筹学的了解，给予运筹学为基础的信贷业务风险管理事宜足够重视，并积极

基于运筹学进行相应的管理实践。不同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风险管理需求与状况并不相同，信贷业务风

险性水平也存在差异。即便是同一商业银行，其在不同时期的信贷业务开展状况和相应风险管理状况同

样存在很大差异。为此，基于运筹学的信贷业务风险管理中务必要立足商业银行实际，基于实际进行管

理的基础上做好管理评价，解决各种管理问题后提升基于运筹学的信贷业务风险管理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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