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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基于XGBoost模型的企业非法集资风险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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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数字经济时代，利用机器学习方法高效识别企业非法集资风险，愈来愈成为企业数字化监管的重要途径

之一。传统的企业风险管理和学术研究多基于静态局部、人工主导等观念，难以应对瞬息万变的企业发展和大数据

驱动下的风控需求。本文从动态、客观、机器学习的视角出发，结合法律法规和专家经验，构建企业非法集资的用

于识别不同类型关键词词库，基于关键词频率，设计逻辑匹配算法，对企业处罚文本进行识别和标注。在此基础上，

建立XGBoost分类模型，应用于企业非法集资风险识别。研究结果表明，与传统机器学习模型相比，XGBoost模型

效果最优，实现了企业非法集资风险的精准识别，为企业风控和数字化监管提供参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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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the use of machine learning methods to efficiently identify the risk of illegal fund-

raising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of digital supervision of enterprises. Traditional 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and 

academic research are mostly based on static local and manual dominated concepts, which are difficult to cope with the rapidly 

changing enterprise development and the risk control requirements driven by big data. In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ynamic, objective and machine learning, combined with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expert experience, the construction 

of enterprises illegal fund-raising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keywords, based on the keyword frequency, the 

design of logical matching algorithm, enterprise punishment text recognition and annotation. On this basis, the XGBoost 

classification model is established and applied to the risk identification of illegal fund-rais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machine learning model, the XGBoost model has the best effect, realizing the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of the 

risk of illegal fund-raising, and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the risk control and digital supervision of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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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数字经济，从国家战略层

面部署推动其发展。作为一种新兴经济形态，数字经济

已然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在此背景下，

各行各业纷纷掀起数字化转型的浪潮，运营方式持续迭

代，创新业态不断衍生。然而，企业非法集资风险却不

断的涌现，例如 P2P 平台违规乱象，对金融市场和实体

经济的稳健运行造成了较大冲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信息技术与企业管理的交叉融合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个

维度。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发展数字经济，

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国

务院日前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指

出“数字经济治理体系需进一步完善”。

新时代诞生新机遇，新时代也催生新挑战，作为实

体经济的重要载体，企业在“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中

承担着重要角色，是社会运转的细胞，是创造价值的源

泉，企业的稳定运营在促进经济增长、技术创新吸纳就

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如何

在数字经济时代完善企业非法集资风险识别，及时强化

有效预防和监管，保障企业健康，成为实现企业未来可

持续发展、促进实体经济良性增长的重要课题。

本研究在收集企业处罚文本数据的基础上，企业非

法集资风险的关键词识别词库，设计逻辑匹配算法，对

企业处罚文本进行标注，筛选出涉及非法集资风险的相

关企业。在此基础上，提取相关企业基本面数据，并采

用逻辑回归、决策树、XGBoost 等模型进行比较实验，验

证模型对企业非法集资风险的识别效果。最终，通过研

究为企业科学风控和政府有效监管提供参考和支撑。

一、文献综述

1. 机器学习应用于企业风险的分析

传统的企业风险管理多基于简单通俗的方法，如调

查访谈、报表审查、建立信息系统等，随着企业风险的

逐渐复杂化、管理的日益技术化，学术界也开始运用机

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等智能算法来研究企业风险。

近年来，国内学者利用机器学习方法对企业风险展

开了大量分析。张大斌等（2015）设计差分算法并建立

聚类模型评估了中国上市公司的信用度，并与遗传算法、

决策树模型等进行了比较。方匡南等（2016）指出运用

经典的逻辑回归来建立企业运营风险预警模型的效果欠

佳，进而提出了基于网络关联结构的改进逻辑回归模型。

胡贤德等（2017）参考群智能萤火虫算法，提出改进的

离散型萤火虫算法，并将其引入 BP 神经网络，用于中小

微企业的运营风险评估。熊正得等（2018）借助因子分

析法，基于 A 股上市企业的财务数据构建了风险评价体

系，并应用逻辑回归方法对不同组样本的违约概率进行

了测度。沈彦菁等（2019）基于企业征信系统中三万余

家小微企业的财务数据，运用支持向量机模型，初步找

到了几个可以帮助小微企业增信融资的重要指标。

可见，机器学习方法在企业风险分析领域的应用已

较为广泛成熟，且衍生出了信用评估、财务造假等多个

细分枝和创新视角。因此，本研究针对企业非法集资风

险，综合运用逻辑回归、决策树、XGBoost 等各类模型算

法，增强对企业非法集资风险的识别能力。

二、研究设计

1. 研究数据来源

本研究通过中国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等公开平台收集企业数据，获得 5 万余家企业

的法律处罚记录、经营状态、从业人数等 30 维企业的基

本特征数据，时间跨度为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 面向企业非法集资风险的关键词词库构建

本研究基于获取的企业法律处罚记录（每家企业对

应唯一的法律处罚记录）。通过研究法律处罚记录文本的

特点，同时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人民

共和国刑法》、《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非

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各类法律

条文。本研究挖掘构建面向企业非法集资风险的关键词

词库，用以匹配识别不同类型。面向企业非法集资风险

的关键词词库，如下表 1 所示。

需要指出，上述关键词词库中的词语顺序并不是任

意的，而是综合考虑其在正式法律条文和实际处罚文本

中的出现频率和相关程度，根据该关键词对于类型识别

的重要性和特异性先后排序得到。

3. 识别匹配算法设计

基于企业非法集资风险的关键词词库构建，本研究

可以根据法律处罚记录文本对获取企业进行非法集资风

险标记。然而，如何标记需要一定的识别匹配算法来实

现。本研究提出了一种识别匹配算法，具体而言，本研

究将企业的法律处罚记录文本与面向企业非法集资风险

的关键词词库进行匹配，将出现在法律处罚记录文本中

的关键词在词库中的倒序排名相加，再除以从 1 到该词

库长度（关键词个数）的累加和，最后放大 100 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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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匹配得分。最终，本研究根据提出的识别匹配算法，

对所有受过法律处罚的企业进行匹配识别。经过一系列

处理，成功匹配具有企业非法集资风险的企业共有 23723

家。

三、面向企业非法集资风险的模型构建

1. 数据预处理

根据企业的法律处罚记录文本，本研究利用识别匹

配算法给企业添加了非法集资风险标签。在此基础上，

本研究利用收集的企业特征数据建立机器学习模型，对

企业非法集资风险进行建模识别。首先，本研究采用较

为常见的做法进行缺失值填充，即数值型特征用均值填

充、类别型数据用众数填充，另外，本研究对类别型特

征进行了 One-hot 编码，从而特征数据全部转化为了数值

型。

2. 分析模型构建

本研究经过数据特征探索后，采用收集的 30 维基

本面指标作为数据特征，以 AUC 值（Area Under Curve，

即，ROC 曲线下与坐标轴围成的面积）为模型性能的

衡量标准，建立 XGBoost 分类模型。同时，为了考量模

型表现，本研究构建了其他类模型进行对比实验，对

比 模 型 包 括 逻 辑 回 归、 决 策 树、 随 机 森 林、GBDT、

LightGBM。

3. 实验结果

本研究将所有企业样本按 7：3 的比例，随机划分

为训练集和测试集，依次建立了逻辑回归、决策树、随

机森林、GBDT、LightGBM、XGBoost 模型，分别应用于

企业非法集资风险识别，并在模型分析过程中通过剪枝

（决策树）、调参、交叉验证等手段来改进优化模型预测

的效果。

为了直观比较不同模型之间的效果差异，本研究

绘制不同模型应用于企业非法集资风险识别的 ROC 曲

线，如图 1 所示。实验结果可以看出，基础的逻辑回归

模 型 表 现 相 对 较 差， 而 随 机 森 林、GBDT、LightGBM、

XGBoost 表现相对更优。其中，XGBoost 又相对更具优势，

AUC 值达到了 0.89。

图1　不同模型应用于放贷风险的ROC曲线

4. 实证分析

在实验结果的基础上，本研究设计了实证分析实

验，对暂无法律处罚记录的企业进行分析，验证 XGBoost

模型在企业非法集资风险识别领域的泛化效果。在实证

分析实验中，本研究重新收集了 5000 家无处罚记录的

企业及其相应特征数据为验证集（人工对企业非法集资

风险进行评估），应用训练好的 XGBoost 模型预测出了企

业存在非法集资风险的概率。根据实证结果，本研究对

存在非法集资风险进行人工调查，存在非法集资违法犯

罪行为的企业识别准确率达到 78%，证明本研究提出的

XGBoost 模型对企业非法集资风险识别具有非常优秀的效

果和泛化应用性。

四、总结与展望

数字经济给各行各业创造了新机遇，也给实体经

济的稳定运行带来了新挑战，持续高效进行企业风险管

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企业风控

现状，传统的手段已显乏力，引入前沿的模型算法越来

越凸显出必要性和优越性。本研究紧跟前沿，基于机器

学习的视角，对企业风险识别问题展开了深入探究，不

表1　面向企业非法集资风险的关键词词库

风险类型 典型法律处罚记录文本示例 关键词词库

非法集资

风险

例如，房地产广告中出现融

资或者变相融资的内容，含

有升值或者投资回报的承诺。

非法集资、非法融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变相吸收公众存款、非法获取资金、

集资诈骗、集资、融资、集资款、吸收公众存款、吸收资金、承诺高额回报、

承诺高额固定收益、高额利息、高额回报、高额固定收益、非法占有、返本销

售、售后包租、约定回购、编造虚假项目、订立陷阱合同、虚假转让股权、发

售虚构债券、假借境外基金、发售虚构基金、假冒保险公司、伪造保险单据、

肆意挥霍集资款、携带集资款逃匿、抽逃资金、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返

还资金、隐匿账目、销毁账目、假破产、假倒闭、数额较大、数额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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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基于企业的法律处罚记录文本信息自主构建了非法集

资风险的关键词词库，设计了逻辑匹配算法，还利用企

业的净利润等 30 维基本面特征，综合建立了逻辑回归、

XGBoost 等二分类模型，并通过交叉验证等多种方式不断

优化效果，ROC 曲线表明模型表现良好。

可以看出，本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能够

为企业风控和监管提供参考。首先，本研究成果可实际

用于企业潜在非法集资风险识别，只需模型对应的特征

数据输入，便可预测暂未受法律处罚或无处罚记录的企

业存在非法集资风险的概率，从而，政府监管部门可在

海量企业中实现分级管理和靶向跟踪，助力监管的方向

性。其次，利用机器学习方法探查企业风险是当前学术

研究的热点之一，本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或许能为这方面

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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