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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合作研究計畫建議書徵求文件 

 
一、 簡介 

「信評」是金融產業甚至商業環境中極為重要的基礎建設，一方面現代的各種商業行為

有大部分的比例不是以現金交易而是以信用交易為主，而不論是借貸，授信，租賃，還是賒

帳等商業行為，據以決策的依據主要就是分析與判斷交易對手未來是否可能違約?違約的可

能性如何?與如何盡量控管好未來對方願意付帳或還款的風險?而信用風險評估更是銀行等金

融機構或是企業授信決策的重要決策過程，其中交易對手的「信評」，就是最最寶貴的參考

依據了。 

傳統的信評或徵信，靠著所謂的五 C或五 P的原則來進行，五 C指的是品格

(Character)，能力(Capacity)，資本(Capital)，擔保品(Collateral)與經濟情況

(Condition)。而五 P則是指被授信人(People)資金用途(Purpose)還款財源(Payment)保障

(Protection)與展望(Perspective)。 

不論是五 C還是五 P，雖然一直以來都是實務界與教科書中重視的面向，但畢竟只是觀

念，不易量化成為知識經濟將經驗加以承傳累積。一直到紐約大學的 Altman 所發展的 Z 

score模型有了革命性的改變，他是第一個將企業的信評應用財務會計數字計算出一個分

數，而且推動其在實務上應用甚廣的學者，金融機構因此多了一個工具來協助它們提高授信

成功的機率與減少呆帳的損失，或是提供授信人員的某種的「保險」。   

許多的研究人員後來究發展出各式各樣的信評模型，包括了以市場資料與複雜數學推倒

應用的 KMV模型，而一些國際知名的標準普爾與穏迪等信評公司，也參考了許多量化模型來

作為其提供企業信評的最後參考。 

除了對於大公司的企業金融評等以外，對於個人消費金融信用或是中小企業與小微金融

信用，國際最知名的算是 FICO的評分卡了，中小企業與大企業信評方式大的不同，是前者

在負責人的個人信評重要性比重極大。 

近年來隨著大數據，AI與金融科技的快速發展，國際上的信評分析又有一個新的突

破，信評由過去之內容(content)分析轉變為脈絡場景(context)分析。這也是本計畫的主要

目的，進行信評資料與特徵萃取技術研究，除了傳統的會計資料與市場資料以外，利用各種

社群，交易平台所取得的表外資料，一方面能與表內資料進行驗證，一方面也可以補足表內

資料所欠缺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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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目標 

本計畫的主要目標為應用近年來應用甚廣的風險因子擷取技術與輪廓描繪技術，蒐集各

類大數據包括新聞，社群，部落格和網頁，交易平台等資訊，來歸納出各種具有決策有用性

的表外風險因子，建立適當的模型，以期能對於國內金融機構放貸給中小企業時，更能提升

其準確評估的能力，也希望能因此提高國內優質中小企業融通資金的機會。 

 

三、 計畫範圍 

本計畫以台灣某產業(例如餐飲業)的信評為研究對象。蒐集與其信用風險相關的各類大

數據資料，分析出適當的信評風險因子，並與目前現有的基準資料(benchmark)相互比對驗

證，發展出適合之信評模型。 

工作項目包括: 

1.蒐集目前各國相關之實務應用文線，提出適合國內之假設，應用各類資料探勘與爬蟲

技術，從社群網絡，新聞媒體與交易平台等內容中蒐集過濾有信評關聯性的風險因子。 

2.應用風險因子從事國內適當之中小企業之信評預測，並與目前現存之基準相互比對，

測試是否有增額之預測效果。 

3.整合傳統之信評模型與本研究發現之風險因子，提出整合之信評模型建議，分析與建

議適當權數，並進行適當之驗證(Validation)，以確定其效能。 

 

四、 預期成果 

1.交付成果： 

●1份表外資料風險因子篩選初步報告(2018/05/31) 

●1份專利構想(2018/05/31) 

●1份表外資料風險因子篩選進階報告(2018/09/30) 

●1份期末報告(2018/11/30) 

 查核點  時間 產出物 報告架構/大綱 

 M1  2018/05/31 

表外資料 

風險因子 

初步篩選 

與 

專利構想 

●文獻探討 

●蒐集資料(資料模擬)與分析 

●表外資料風險因子初步篩選結果 

●可行之專利構想說明 

 M2  2018/09/30 

表外資料 

風險因子 

進階篩選 

 

●文獻探討 

●蒐集資料(資料模擬)與分析 

●表外資料風險因子進階篩選結果 

 M3  2018/11/30  期末報告 

●研究方法設計之說明 

●表外資料風險因子篩選成果與說明 

●與現行風險因子之比較 

2.預期效益： 

●提供專家對於表外資料風險因子定義及重要性之評估技術研發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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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及分析資料之技術，可作為專利構思。 

●產出可鑑定系統之可信度、多元性及通用性。 

※前述成果如有專利構想或專利申請產出時，需注意專利申請之新穎性(novelty)。因凡經

公開發表之研發成果，如擬申請專利，須於公開發表後 6個月內完成，前述成果如是以論

文方式公開發表，將無法取得大陸與歐盟等國之專利。 
 

五、 執行方式 

以下條列說明合作研究內容： 

●合作計畫執行單位需定期舉行計畫控管會議 

●合作計畫執行單位需按時繳交表外資料風險因子初步與進階篩選報告各 1份 

●合作計畫執行單位需按時繳交期末報告 1份 

●本單位要求合作計畫執行單位完成 1件專利構想交付 

●合作計畫執行單位提供教育訓練 2小時，訓練內容為提供萃取因子原由說明 

 

六、 計畫期程及預估計畫總經費 

計畫執行區間： 107 年 01 月 01 日 至 107 年 12 月 15 日  

總經費：600,000元 

     

七、 驗收標準 

完成表外資料風險因子初步與進階篩選報告各 1 份、提供 1 件專利構想、提供教育訓練

2小時、完成期末報告 1份 

 

八、 技術能力需求 

 具備對於文字探勘應用於風險因子擷取與輪廓描繪技術之研究人員 

 對於大數據分析應用有所經驗之研究人員 

 對於信評分析與模型驗證有經驗之研究人員 

 對於財務與會計資料分析有經驗，並了解其限制之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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