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境电子商务（以下简称“跨境电商”）是把传统国际贸

易加以网络化、电子化的新型国际贸易方式。随着国家“一带

一路”经济战略的部署，跨境电商迅速崛起，有望成为“中国

制造”出口的新通道。据商务部统计，2015年我国跨境电商的

交易额逆势上涨 30%，并预测 2016年交易总额将达到 6.5万

亿元（折合1.1万亿美元），年增长率将超过30%，占中国进出

口贸易的比例将提高到20%。

然而，跨境电商的蓬勃发展也面临诸多制约因素，其中

信用问题是其发展瓶颈之一。电子商务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

题，而由于跨境电商买卖双方处于不同国家，买家更是很难

对卖家的信用作出准确的判断。信用信号的缺失会引起交易

之前的逆向选择和交易之后的道德风险，增加交易成本，降

低市场效率，因此信用体系建设刻不容缓。跨境电商的信用

体系建设主要应包括两大部分：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和信用评

价模型。其中，信用评价指标体系是信用体系建设的基础，需

要以多维度、多层次、多渠道的海量信息构成原始数据，然后

从巨量数据中寻找关联性并提炼出反映数据共同特征的指

标。目前备受关注的大数据（Big Data）技术正好可以比较完

美地解决这些问题。

大数据为跨境电商信用评价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它是需

要新处理模式才能具有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发现力和流程优

化能力的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资产。国际数据公

司（IDC）从四个特征（4V特征）定义大数据，即海量的数据规

模（Volume）、快速的数据流转和动态的数据体系（Velocity）、

多样的数据（Variety）以及巨大的数据价值（Value）。运用大数

据征信是大势所趋，通过大数据挖掘、清洗、匹配、整合各种

信息源的巨量资料，尤其是开发非结构化或半结构化的行为

轨迹数据，使其转换成有效的信用数据，为构建信用体系提

供基础。在大数据背景下，跨境电商信用指标的确定原则、指

标体系的构建和赋权以及信用模型的选择，都将发生颠覆性

的变化。

一、基于大数据的指标确定原则

在大数据背景下，研究信用评价指标应该遵循以下三个

原则：

1. 合法性。通过互联网挖掘出的大数据，尤其是社交网

络中基于内容和行为轨迹的数据，如果处理不当，便会侵犯

用户的隐私。互联网隐私保护根据内容不同可细分为位置隐

私保护、标识符匿名保护、连接关系匿名保护等。跨境电商的

交易双方隶属不同的国家，而每个国家关于隐私保护的法律

法规不尽相同。关于大数据隐私，在美国有隐私法案，而且美

国与欧盟签署了隐私声明，但中国的相关立法是非常模糊

的，属于灰色地带。大数据征信要避免不必要的国际法律纠

纷，对于可能牵涉到隐私的数据或指标，应当在获得授权后

才能收集，收集之后要严格监管它的流向和使用。

2. 完整性。大数据征信有利于指标体系的完整构建，使

其能全方位反映信用的真实情况。然而大数据征信面临着信

用信息孤岛的难题，在跨境电商上更为突出。内部信用信息

碎片化，外部信用信息孤立化，缺乏统一标准，不能互联互

通，给大数据征信带来很大困难。构建完整的指标体系需要

复杂的顶层设计，可通过对信息的系统梳理和合作交换来挖

掘信用信息。

3. 有效性。目前，大数据已经成为专家、学者和各界精英

研究的热点，但也不免有过火炒作之嫌。正确认识大数据需

要树立这样一种意识：大数据不是万能的，它不等于大量的

大数据背景下跨境电子商务信用评价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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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大量的数据不一定具有价值。大数据的价值密度低，经

典的“二八定律”同样预示着在某个数据源中或许只有10% ~

20%的数据是有用的。因此，在抓取跨境电商信用评价指标的

原始数据时，挖掘的方向和对数据的清洗非常关键，盲目追

求海量数据只会降低指标的有效性。正如著名的投资银行家

Mary Meeker所言，“大数据的工作就像在一堆稻草中寻找一

根针”，只有真正发现了这根“针”，提炼的指标才具有很强的

说服力。

二、基于大数据的指标体系构建

中国电子商务领域的传奇人物马云在 2014年曾表示，

“人类正从 IT时代走向DT时代。”DT时代即数据技术时代，

它将数据本身视为资产，表明在“互联网+”的过程中大数据

将为所有产业带来颠覆性变革和红利。将大数据技术运用到

跨境电商领域的征信方面，首先要考虑两个维度：一是数据

挖掘的广度；二是数据挖掘的深度。就数据挖掘的广度而言，

大数据要多源采集，挖掘传统技术手段无法抓取和处理的数

据，比如社交网站上大量的UGC（用户生成内容）文本、音

频、视频等非结构化数据。这些数据都可能是有价值的，能够

提炼出与跨境电商信用评价相关的共同因子，比如境外客户

满意度。基于大数据抽取计算出的境外客户满意度将更真

实、有效。大数据挖掘的重点将是网络上的内容数据和行为

轨迹数据。就数据挖掘的深度而言，大数据要结合云计算及

机器学习工具理清庞杂数据之间复杂的结构关系，对数据进

行分类、聚类、降噪等处理，由原始数据标准化为转换数据，

将转换数据合并到元变量中，再将元变量输入到不同模块

里，每一模块代表一种特征，由此形成有效的评价指标。

张云起等（2015）以三个维度构建大数据征信的采集结

构：第三方数据、电商平台交易数据、网络轨迹数据。笔者认

为，这三个维度不仅覆盖面广，而且既有静态数据，又有动态

数据，既有传统数据，又有非传统数据，符合对跨境电商信用

数据采集的要求。因此，本文构建的跨境电商信用评价指标

体系将以这三个维度作为准则，结合相关文献和跨境电商的

实际现状对每一准则下的具体指标进行提炼和分析。

1. 第三方数据下的指标。第三方数据主要来自工商、质

检、税务等政府职能部门、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跨境电商所

在的网络平台，一般是静态的、传统的数据。第三方数据往往

是公开的或通过合作交换得到的。从政府职能部门公开的信

息可得到跨境电商的资质认证指标。根据2012年商务部和信

息化司发布的《电子商务企业资质认定标准》（征求意见稿），

资质认证指标具体包括工商注册信息、纳税信息、域名注册

信息等。通过第三方以及企业内部信息可获得财务指标，它

是最经典的指标，在信用评价方面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周子

元等（2009）认为，影响企业信用的主要因素是涉及公司财务

的资产规模、盈利水平、经营能力、偿债能力等，准确评估信

用的前提是要具备完善、精确的财务数据，因此应当在信用

评价体系中提高财务指标的比重。跨境电商企业在与银行或

网络借贷公司进行借贷时产生的金融服务记录同样是衡量

其信用的重要指标，包括企业在银行的信用等级、抵押担保

情况、违约记录等。

此外，跨境电商和普通电商的重要区别在于商务活动是

否涉及出关。依据跨境电商提供服务的特殊流程，应当添加

一些有针对性的指标，比如通关记录。杨坚争等（2014）在较

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基础上，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归纳出了五个

对跨境电商发展有重要影响的指标，其中之一便为电子通关

指标，并将其细分为电子报关、货物查验、税费征收三个具体

指标。

2. 电商平台交易数据下的指标。跨境电商交易数据多是

动态的、传统的数据，可运用大数据技术实时更新和监测。产

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是评价电商企业信用的常用指标，其中，

与产品质量相关的指标包括产品与描述是否相符、产品合格

率、退货率等；与服务质量相关的指标包括卖家态度、物流速

度、保险服务情况等。用户在交易后会在电商平台上对产品

质量和服务质量进行即时评价，其评价结果对所有浏览者可

见。从交易成本理论的角度考量，由于境外顾客与跨境电商

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因此为了做出正确的购买决

策，境外顾客需要付出昂贵的交易成本，包括搜寻成本、信息

成本、决策成本、违约成本等。老顾客对已达交易的评价积累

——好评率等会明显降低新顾客的交易成本，新顾客对跨境

电商信用的初始判断很大程度上受此影响。

一般而言，企业的守信行为会促进交易的达成。反之，交

易规模大代表用户的认可或忠诚，表明企业有良好的信用。

交易规模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累积交易额、交易成功率、新

顾客增长率、老顾客回头率等。此外，对于跨境电商的交易活

动而言，由于双方处在不同的国家，纷杂的不确定性因素直

接或间接地影响交易安全，例如信息安全和支付安全。用户

信息遭泄露、跨境支付存在安全漏洞等都会引发信用风险。

3. 网络轨迹数据下的指标。据统计，约有一半以上的中

国网民通过社交网络互通互连，社交网络已成为覆盖用户最

广、传播影响最大、商业价值最高的网络业务。社交平台数据

多是动态的、非传统的数据，涉及大量传统上无法处理的非

结构化和半结构化信息。首先，社交网络往往是顾客表达自

我情绪的最真实的平台，必然存在对跨境电商的情绪表达，

基于大数据手段，对相关的文本、图像（包括表情）、音频、视

频等进行搜寻和分析，将其放进某种数据分析模型并计算用

户满意度，得到的结果将更真实、有效。其次，社交网络的灵

魂是共享，信息传播速度快，甚至是病毒式传播，对跨境电商

的正面信息分享实际上是顾客无意识进行的营销推广活

动。因此，顾客主动分享可作为信用评价的指标之一，正面

分享越具有广度和深度，代表企业信用越高，具体指标包括

转发频率、分享链接数目、建立专题群组等。再次，有学者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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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信用与企业信用的相互关系角度论证了企业家信用

决定着企业组织的整体信用（雷晓敏、朱家顺，2007），因此将

跨境电商管理者的个人信用纳入指标体系中。运用大数据挖

掘管理人员的关系数据和行为数据，以此客观呈现个人的信

用状况。阿里巴巴旗下的芝麻信用管理有限公司推出的芝麻

信用，就是运用大数据及云计算技术挖掘用户的身份特质、

行为偏好、人脉关系、信用历史、履约能力等信息以对个人进

行征信。最后，公众号影响力也是判断跨境电商信用的指标。

在社交平台上建立企业公众号成为营销的新常态，公众号影

响力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粉丝数目或关注人数多，说明其

影响面广，尤其是境外人员的关注；二是粉丝在线参与程度

高，说明其影响程度深。

综合以上分析，基于大数据构建的跨境电商信用评价指

标体系如表1所示。

三、基于大数据的指标权重确定方法

在计算指标权重的方法中，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

chy Process，简称AHP）是使用最广泛的方法。它最初由美国

著名运筹学家A. L. Saaty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是分析多目

标、多准则的复杂大系统的有力工具。它将定性指标和定量

指标结合起来进行考察，综合了德尔菲法的适用性和数理统

计方法的科学性，具有思路清晰、方法简单、适用面广、系统

性强等特点（张炳江，2014）。它的主要步骤包括构建递阶层

次结构模型、构造两两比较判断矩阵、一致性检验等。

然而在大数据背景下，传统AHP法并不适用，主要表现

在以下两点：第一，在构建判断矩阵时，传统AHP法要求专家

以一个精确值比较两个指标之间的重要性，而大数据征信提

取的指标不仅量大，而且复杂，专家很难提供精确比较值，此

时用“大约”、“左右”等模糊概念来表示更为合理；第二，传统

AHP法在构建一致性判断矩阵时工作量大，当判断矩阵不能

通过一致性检验时，需要一次次地调整——检验——再调整

——再检验，直至满足要求为止。大数据下的指标无疑使该

检验过程变得更加纷繁复杂、循环往复。

由此得出，传统AHP法并不适合确定大数据条件下的指

标权重，它需要在算法上作出改进。模糊AHP（Fuzzy Analy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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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大数据下跨境电商信用评价的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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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 FAHP）法将模糊数学的概念引入

AHP法中，改进了传统AHP法存在的问题，提高了结果可靠

性。FAHP法分为两种，一种基于模糊数，即不要求专家提供

判断矩阵里的精确值，而是给出模糊量，可以解决专家思维

判断的模糊性问题和客观决策对象的复杂性问题，最常使用

的是三角 FAHP法；另一种基于模糊一致性矩阵，可以利用

模糊一致性矩阵的性质简化一致性检验问题。两种FAHP法

对结构层次多、评价因素多的对象系统都很适宜。因此，大数

据背景下跨境电商信用评价指标的权重确定应当使用FAHP

法。将传统AHP法和三角 FAHP法进行对比，异同点如表 2

所示。

四、基于大数据的信用评价模型

在构建跨境电商信用评价指标体系以及确定各指标权

重之后，下面将分析可以运用哪些信用评价模型（方法）进行

评价和预测。信用评价模型很多，一些基本的、传统的评价模

型由于有悖于大数据的背景和方法本身的科学局限性，这里

不予考虑，本文只分析几种目前处在研究前沿位置的模型。

这些模型一般都能与模糊AHP法结合使用，并且应当满足以

下两个条件：

1. 评价模型要与大数据特征相匹配。前面提到大数据具

有 4V特征，简单来说是指大容量、多样性、高速性、价值性。

大数据的大容量特征要求评价模型应具有良好的可伸缩性，

即面对数据的拓展能有效构建模型的能力。大数据的多样性

特征表明它的异质程度高，要求评价模型能够处理多种类型

的数据，尤其是非结构化数据。大数据的高速性特征要求评

价模型的计算速度（收敛速度）快、灵活性高。大数据的价值

性不仅指它的价值高，而且指它的价值密度低，即存在大量

的噪声数据或有空缺值的数据，这就要求评价模型应具有较

好的鲁棒性，即在数据不准确、不完整的情况下正确评价和

预测的能力。

2. 评价模型要与跨境电商的实际情况相符。跨境电商由

于涉及不同的国家，交易流程多、交易时间长、海外顾客购买

心理和行为不确定性高，既增加了与信用有关的数据的容量

和异质性，也增加了数据收集的难度，使指标数据具有大容

量、含噪音、异质程度高等特点。评价模型只有匹配这些数据

特征才是有效的。

目前，在信用评价方面比较前沿的评价方法包括模糊综

合评价法、盲数评价法、支持向量机、神经网络等，后两种是

机器学习工具。这里结合以上分析，对这四种方法进行简单

比较，结果如表3所示。

表 2 传统AHP法和三角FAHP法的异同

表 3 各种信用评价模型的比较

模糊
综合
评价
法

盲数
评价
法

支持
向量
机

神经
网络

理论
基础

模糊
数学

概率
统计、
未确
知数
学、模
糊数
学、灰
色数
学

统计
学习
理论

神经
系统
的学
习规
则

优点

•具有对多层
次复杂问题评
估的优越性
• 结 果 是 矢
量，包含信息
丰富

•符合客观上
信息具有多种
不确定性的特
征
•通过扩大信
息识别范围提
高结果准确性

•训练样本可
少量
•可解决高维
问题

•自学习、自
适应能力强
•有较强的鲁
棒性
•并行分布处
理能力强

缺点

•受人的主观
性影响较大
•指标集过大
时可能出现超
模糊现象

•处理模糊性
信息能力不足
•运算阶数显
著增加，计算
量增加过快

•处理大规模
数据时运行速
度慢
•对缺失数据
敏感

•收敛速度较
慢
•当评估级次
太多，很可能
出现过拟合

适用范围

•评价对象的
模糊现象大量
存在
•评价对象结
构复杂、层次
较多

•评价对象是
多元的且具有
多种不确定性
（灰 性 、模 糊
性、随机性、未
确知性）

•评价对象只
有有限的训练
样本

•评价对象模
糊、残缺、不确
定时

指标成对
比较标准

递阶层次
构造

判断矩阵
构造

指标单层次
权重计算

指标综合
权重计算

一致性
检验

传统AHP法

1

3

5

7

9

2、4、6、8

上述数值的倒数，是两个比较对象互换位置后
的比较

一般分为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或还有子指
标层）

专家两两比较指标，
赋予精确值作为判
断矩阵元素

通 过 合 积 法 、方 根
法、幂法或最小二乘
法计算指标单层次
权重

指标综合权重=指标单层次权重×所属的上层
的单层次权重

C.R.=C.I./R.I.
C.R.是一致性比例；
C.I.是一致性指标；
R.I.是随机一致性指
标

同等重要

稍微重要

相当重要

明显重要

绝对重要

折中值

三角FAHP法

专家两两比较指标，赋
予三角模糊函数作为判
断矩阵元素

先确定初始权重，然后
以该模糊函数大于其他
所有同层模糊数的可能
度作为指标单层次权重

尚在探讨，目前有学者
论证了一致性检验的不
必要性

（1，1，3）

（1，3，5）

（3，5，7）

（5，7，9）

（7，9，9）

折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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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信用评价模型需要满足的两个条件和表3中各模型

的特征可以得知，以上四种模型都不能与要求条件完全匹

配。大数据的复杂性无疑对评价模型提出了非常严苛的要

求。比如，神经网络能够较好地处理指标模糊不全的问题，在

训练样本足够大时能达到极高的精度，而大数据恰好能够提

供充分的训练样本；然而神经网络学习时间过长，收敛速度

较慢，甚至可能达不到学习的目的，这显然又有悖于大数据

的特点。

为此，有学者针对以上各模型的不足之处提出了改进方

法，或者通过模型之间的组合运用能达到更好的评价效果，

优化后的模型和组合后的模型将更适用于大数据。比如，支

持向量机在处理大规模数据集时往往需要较长的训练时间，

针对该问题，张珍珍等（2011）提出了基于密度聚类的 SVM

两步分类算法，有效地提高了大规模数据下的分类速度。另

外，各模型之间的相互融合、取长补短是处理大数据的必然

趋势，已有的研究包括基于神经网络的模糊综合评价、基于

三角模糊数的盲数评价等。

在这四种模型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盲数评价法在大数据

背景下评价信用的应用前景。目前，盲数算法主要应用在建

筑、矿业、电力等行业，应用在评信领域还处于探索阶段。由

于实际中的信用信息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具有多种不确定

性，如凡是有行为因素参与的含状态因素的任何系统中都至

少含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确定性（刘开弟等，1998），而盲

数在解决这种问题上的优越能力是其他方法无法比拟的。另

外，学者在盲数算法改进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果。比如，为了

克服盲数运算计算量增加过快的缺点，王磊等（2010）提出了

“先合并相交区间，再合并小可信度区间”的降阶方法。

五、小结

跨境电商是目前电子商务领域的热宠，而2015年国务院

正式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国发［2015］50号），标

志着大数据发展正式成为国家战略。研究大数据背景下的跨

境电商信用评价体系是现实的要求，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

深远的影响。

基于大数据征信构建跨境电商的信用评价指标体系，运

用与大数据相匹配的指标赋权方法——模糊层次分析法为

各个指标赋予权重，在此基础上，构建与大数据相匹配的信

用评价模型，并结合先进机器学习工具进行训练和预测，最

终实现在互联网界面准确、实时地传输评价结果，从而构建

出完整的、生态的、动态的跨境电商信用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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