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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是保险业严格监管的
一年，保监会坚持“保险业姓保，保
监会姓监”，陆续发布了“1+4”系列
文件，扎实推进保险业转型与改
革，坚持强监管、防风险、治乱
象、补短板，服务实体经济，充分
发挥保险长期稳健风险管理和保
障功能。

随着大数据、AI等技术的引
入，保险公司的反欺诈工作也逐步
进入自动化智能时代。日前，国内
首个“保险智能风控实验室”正式
成立，将利用AI手段解决国内保险
风控的痛点。据保险行业人士估
算，目前我国因保险诈骗产生的费
用占保险公司支出费用的 15%~
20%。同时，因为车险标的数量
繁杂，出险频率高且事先难以预
防，操作相对方便等因素，车险的
保险欺诈情况相较于其他险种更
易发生。

据了解，多家险企正逐步通过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手段在
甄别欺诈案件、开展理赔等环节进
行风险控制。传统的车险防欺诈

工作由人工完成，审核人员工作时
间内需要审阅几十上百件理赔案
例，案例涉及的汽车零部件成百上
千，工作人员要依靠自身积累的经
验找出隐藏的风险，工作量巨大。
利用大数据技术、云计算、人工智
能，保险行业可以突破当前的可保
风险和不可保风险的界限。例如
在车险行业，通过利用大数据技
术，保险公司可使承保的车辆变
为移动的数据源，获得用户实时和
动态信息，并据此进行数据分析与
挖掘。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互联网和
大数据的发展，保险科技已经全面
渗透到研发、销售、全保、理赔等各
个保险环节，成为行业转向高质量
发展的一道靓丽风景线。保险科
技的探索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的
成熟，以及保险公司数据的海量积
累，为保险反欺诈工作的开展，带
来了新的契机。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日趋成
熟为保险业提高风控能力带来了
新契机。

人工智能全面渗透保险业

保险科技拥抱智能时代

投保越来越简单、理赔越来越迅速、服务越来越周到……
保险业如今也走在科技的康庄大道上。在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区块链等金融科技席卷金融业的时代，“保险科技”已
成为保险行业未来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支撑。

特别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日趋成
熟，为保险业提高风控能力带来了新契机。业内人士表示，对
保险行业而言，积极拥抱科技发展才能迎头赶上并捕捉到发展
的先机。记者 倪子

前几年，保险业务员需要拿着
产品介绍、保险合同等纸质资料给
投保人办理投保手续。如今，只需
一个Pad，就能轻松录入客户信息，
电子保单随后即出。

科技进步正在改变保险业的
经营和服务模式，智能化有助于提
供高质量金融保障服务，是保险业
未来的发展方向。智能投保在保
险行业已得到较多应用，尤其是引
入人脸识别等技术，可以简化和提
高录入功能，提升营运服务效率，
改善客户体验，让客户感到投保环
境越来越放宽。

毋庸置疑，互联网+自动化是
智能化的基础，在保险业同样如

此。智能投保的基本特征之一就
是互联网+自动化，主要的表现形
式就是各种网络投保平台，包括
APP，以突破线下时空的限制。

例如，富德生命人寿的微信投
保功能，将新契约投保流程嵌入微
信平台，保险代理人一键分享险种
链接至客户，客户点击链接即可在
微信端进行投保，打破传统“时间·
空间”限制，实现无限转发，客户随
时随地自主投保的作业模式。同
时，微信投保不受移动终端限制，
安卓、IOS系统均可运行。此外，富
德生命人寿将电子签名技术融入
微信投保流程，可有效杜绝违规操
作，防范业务风险。

2017年 9月，平安集团旗下金
融科技公司金融壹账通首发“智能
保险云”，首次推出“智能认证”“智
能闪赔”两大产品。其中，“智能认
证”将给保险公司的投保、理赔、
客服、保全等传统模式带来智能
化革新。而“智能闪赔”将为车险
行业带来超过 200亿元的渗漏管
控收益，带动理赔运营效能提升
40%以上。

“智能认证”主要是利用人脸
识别等人工智能技术为每位客户
建立起生物档案，完成对人、相关
行为及属性的快速核实。人工智
能的相关技术繁盛发展，在生物识
别领域，除了热门应用如指纹、脸
部、虹膜识别技术之外，声纹识别
技术也被认为很潜力，从目前发展
来看未来将会是一片新蓝海。

日前，泰康在线在人工智能的
生物识别领域，率先应用声纹识别
技术，步入闻声即可识人的智能发
展阶段。据了解，声纹是对语音中
所蕴含的、能唯一表征和标识说话
人身份的语音特征参数及基于这
些特征参数所建立的语音模型的
总称。在保险领域，声纹识别应用
于用户登录、支付、撤单退保、理赔
等服务环节，能够大大提高账户安
全性，快速准确进行身份认证，解
决其他认证方式的延时问题。目
前，声纹识别已经在泰康在线移动
客服App上使用。以登录为例，泰
康在线座席服务人员在移动客服
App里预留 8位数字声音后，系统
可为每位座席建立个人识别模型，
下次客服登录将免去再次输入账
号密码的操作，直接读取8位数字，

声纹识别身份验证通过后即登
录，此时声音即安全密码。

不管人脸识别还是声纹识
别，伴随技术的深入发展，如何
深化并让用户在保险过程中真
正享受到安全和便利，是保险
科技的实用发展方向。

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日益发
展，保险公司已将部分线下功能搬
至线上，实现保险投保、理赔的快
速自主操作，完成了保险服务的
“智能化”改造。而部分第三方保
险平台也不甘落后，纷纷推出了智
能保险定制服务，有效提高了客户
的保险服务体验。

以某互联网保险平台推出的
智能保险定制服务，投保人只需回
答系统提示的问题，就可获得系统
生成的保险配置方案，提高了客户
咨询时效，节省了公司运营成本。
投保人根据定制师发布的提示，回
答系列涉及个人信息和投保需求
的问题后，系统就会即时生成专属
的保险配置方案，涵盖保险产品、
产品保额、保险年限、年缴保费等
相关内容。

另外一家推出保险智能定制
服务的第三方平台相关负责人则

表示，保险智能定制服务已得到越
来越多用户的认可。智能定制服
务的推出，使得客户进入人工咨询
服务时，沟通的过程也变得高效和
快捷。

不过，智能保险定制在运行过
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例如，智
能保险定制师在小部分非典型人
群中所提供的保险配置方案还不
是很准确。由于这部分人群积累
的数据不是太多，相应的技术分析
也因此受到了限制，那就只能通过
保险顾问提供专业建议来作为有
效的补足。此外，当前的保险智能
定制服务还未能实时了解到全国
医疗消费的变化情况，同时也不能
对当前的理赔大数据进行及时对
接和响应。此外，系统对产品和方
案的深度介绍和说明还存在欠缺，
因此，平台还需要依赖相关客服人
员接入来作补充解读和说明工作。

智能化将成保险业未来发展方向

“智能认证”革新传统经营模式

互联网保险平台加入智能“大军”

保险反欺诈进入“AI”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