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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数据挖掘技术的不断发展,智慧财务决策支持方法在金融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本文主

要介绍了基于数据挖掘的智慧财务决策支持方法设计及应用,包括数据挖掘技术的基本原理、智慧财务

决策支持系统的构建流程,以及实际应用案例。通过对内容的分析,帮助金融机构更好地利用数据挖掘技

术,提高财务决策的效率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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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data mining technology, the intelligent financial decision 

support method is more and more widely used in the financial field.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financial decision support method based on data mining, including the basic principle 

of data mining technology,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intelligent financial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cas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ontent, it help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make better use of data 

mining technology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accuracy of financial decision-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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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今信息化时代,金融行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机遇。随

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和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金融机构需要

更加灵活和高效地进行财务决策,以应对市场的变化和风险。而

数据挖掘技术的不断成熟和普及应用,为金融行业提供了新的

机会,帮助金融机构更好地利用数据资源,提高财务决策的效率

和准确性。 

1 数据挖掘技术的基本原理 

1.1分类 

数据挖掘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决策

支持系统,另一种是基于数据仓库技术的决策支持系统。 

1.1.1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决策支持系统 

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决策支持系统,是指利用数据库管理

系统、信息检索系统等软件来完成各种数据分析和挖掘工作。

这种决策支持系统通常是面向特定领域、特定需求设计的,适用

于某个企业内部的财务数据分析和挖掘工作。在实际应用中,

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一是基于统计分析的方法,利用统计分析

软件对财务数据进行分析和挖掘；二是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方

法,如决策树、神经网络等；三是基于数据仓库技术的方法,如

联机分析处理、数据挖掘等。 

1.1.2数据仓库 

由众多不同类型和不同规模的数据库组成的集合。由于财

务数据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连续性和不确定性,在财务数据仓库

中进行挖掘工作时,通常采用数据挖掘技术。具体来说,数据仓

库主要有以下几种应用：一是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对财务数据进

行分析和挖掘,根据特定需求选择合适的工具和算法对财务数

据进行处理；二是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对财务数据进行预处理,

使之符合挖掘标准；三是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对财务数据进行挖

掘和分析,以发现其中隐含的知识。 

1.2聚类 

聚类分析是一种无监督的学习方法,通过对数据进行划分,

将数据分类,进而为数据挖掘提供有效的数据集,对同一簇中的

数据进行分析,实现对不同类别中数据的差异化处理。聚类分析

的应用领域非常广泛,如在金融领域中,通过聚类分析来对客户

进行分类,对客户进行分层管理。在电信领域中,通过聚类分析

来进行客户分类管理。聚类结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数据挖掘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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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目前在聚类分析过程中广泛应用的方法

主要有五种：层次聚类、层次网格聚类、密度聚类和基于密度

的聚类方法(DBSCAN)。层次聚类是将数据对象分成多个层次,

每个层次包含一个数据对象及所属类别或属性。层次聚类主要

是利用数学公式将数据对象映射到低维子空间,形成一个有序

的簇。适用于小样本聚类问题；层次网格聚类是利用网格来进

行聚类分析；密度聚类是通过对密度函数进行调整来形成一个

簇；基于密度的聚类是根据距离最小化原则和相似性原则来形

成簇。DBSCAN算法是一种基于密度和空间距离相结合的无监督

聚类算法。DBSCAN算法中主要采用了K-means算法思想和密度函

数来对数据对象进行处理,将原始数据划分为K个集合,随机选

择K个点作为初始聚类中心,然后通过迭代计算各个点到每个聚

类中心的距离,将数据对象分为不同类别。 

1.3关联规则 

关联规则挖掘就是将数据库中的事务数据和属性数据用一

种关联关系来表示,利用关联规则找出事物之间的某种内在联

系。是数据挖掘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从大量数

据中发现相关性,即找出事务数据集中的项与项目之间的相互

关系；(2)通过发现与已知项目之间的联系,发现新的知识。对

于给定的数据集D,找到一个最大的支持度为FP(D)=FP-Di,其中

FP表示项目集合中的第i个项目,Di是属性集合中对应项。在关

联规则挖掘中,最小支持度定义为1-FP,最大支持度定义为

FP-Max(D)=MAX(D)/MAX(D)。 

关联规则挖掘算法一般指Apriori算法和FP-growth算法 

1.3.1 Apriori算法 

由美国西北大学教授Don Apriori于1984年提出的。

Apriori算法的基本思想是通过产生频繁项目集,频繁项目集产

生更多的频繁项目集来完成整个挖掘过程。Apriori算法适用于

处理非整数维数据和不确定维数据。 

1.3.2 FP-growth算法 

由Donald Ruder于1992年提出的,FP-growth算法更好地发

现任意维数据中潜在的、有价值的关联关系,较好地处理非整数

维数据和不确定维数据。FP-growth算法最大优点是只需要进行

一次扫描即可获得所有可能的关联规则,是关联规则挖掘中效

率最高的方法之一。 

2 智慧财务决策支持系统的构建流程 

2.1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的结合 

在财务管理中,决策的主要依据是财务报表,而财务报表的

数据量非常大,在处理大量的财务数据时,很难将所有的数据直

接导入到决策模型中去。为了有效地利用大数据量,提高决策效

率,采用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相结合的方法。在数据挖掘中,主

要使用关联规则挖掘算法和决策树等算法。在知识发现中,主要

使用聚类、关联规则、神经网络等方法。 

在数据挖掘中,先进行数据预处理,然后根据预处理后的数

据进行知识发现。比如：利用关联规则挖掘方法对原始数据进

行预处理后,再使用决策树算法对这些数据进行挖掘。由于知识

发现需要大量的有价值的知识,在数据挖掘中采用基于规则库

的方法对海量数据进行挖掘。比如：在智慧财务决策支持系统

中建立一个基于规则库的知识库,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对财务信

息进行分析后得出财务报表所需要的规则和信息。由于财务报

表具有非常强的时效性,所以在利用规则库对海量数据进行挖

掘时要注意对数据进行实时更新。 

2.2数据预处理 

数据预处理是数据挖掘的第一步,主要目的是消除或减少

数据中存在的异常值、离群值等,使数据集成为符合要求的数据

集。常见的数据预处理方法包括：删除和替换法、归一化、标

准化和数值化等。中,数据归一化是将多个数值归为一个数值；

标准化是将一个变量转换成另一个变量；数值化则是将连续值

转化成离散值。 

对于数据集中的异常值,通过直接删除或替换来解决。直接

删除法就是直接将缺失值用0或1来替代,然后进行运算,减少处

理时间,提高运算效率。通过设定阈值来达到同样的效果。 

2.3特征选择 

特征选择是选择那些对分类结果影响最小的特征,以提

高分类器性能的一种过程。根据所选择特征在分类问题中的

重要程度,可将特征选择方法分为基于数据、基于模型和基于

属性三类。 

数据是最常见的特征选择对象,但本身不能作为有效的特

征。在数据集上建立模型需要大量的处理过程和计算资源,如何

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并提取特征是数据挖掘领域研究的重点。以

特征选择法为例,是指利用各种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某种处理,

使得有用信息尽可能多地被提取出来,避免对原始数据进行冗

余处理,降低数据处理对样本学习能力和存储能力的影响。 

2.4模型构建 

2.4.1回归分析法 

根据输入变量与输出变量之间的定量关系建立模型,利用

样本数据来描述和解释因变量变化而导致的因变量变化的现

象。根据回归分析的原理,建立了预测模型。在实际应用中,回

归分析法通常被用于处理大规模数据集,能够有效地发现隐藏

在数据集中的数据规律,实现对数据的挖掘。常见的回归模型

有：线性回归、逻辑回归和神经网络等。 

2.4.2决策树法 

一种树形结构的分类方法,通过建立决策树实现对不确定

分类问题进行有效的分类。决策树根据不同分类要求分为有监

督学习、半监督学习和有监督半监督学习等不同类型。 

2.4.3神经网络法 

一种模仿人脑神经系统结构和功能而建立起来的数学模型,

在学习过程中,根据输入和输出变量之间的关系,建立一个对应

关系。在实际应用中,神经网络通常被用于解决复杂问题和预测

未知数据的分类问题。神经网络主要由输入层、隐藏层和输出

层组成。例如：在对某一公司进行预测时,需要先将该公司的财

务指标输入到神经网络中进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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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随机森林 

具有自适应特征选择能力的分类算法,是一种新型集成算

法。随机森林不需要大量的数据就能实现对未知数据的分类,

基本思想是将训练集中在所有样本点上,按照某种规则进行随

机分组,然后根据不同组中样本点的分布情况来调整每个样本

点的权重,最后得到最优解。 

2.5模型评估 

2.5.1预测准确性 

模型评估主要是评估在实际场景中的预测能力。对此,从两

个方面进行：一是构建更精确的特征提取方法。采用更丰富的

特征提取方法来提升模型的预测能力,例如利用聚类、关联规

则、多分类等方法来提取更加复杂的特征,提升模型的预测能

力；二是提高对数据进行建模时所需的特征数量,例如在随机森

林中,将数据分为训练集、测试集以及验证集三部分进行建模。 

2.5.2预测能力 

评估指标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预测精度。通过构建评价

指标体系来评价模型的预测精度；二是拟合曲线。拟合曲线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模型在训练集和测试集上的拟合效果。该指

标主要用于衡量模型对实际场景中数据所表现出来的拟合能力,

为模型选择提供参考依据。 

2.5.3预测性能 

评估指标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拟合优度,即通过拟合曲

线来评价模型对实际数据的拟合效果；二是预测精度,即通过拟

合结果来衡量实际数据与模型预测之间的误差。在实际场景中,

采用一系列指标来度量该指标,例如召回率、F1分数等。 

2.5.4综合评估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是否科学合理；

二是模型选择是否准确；三是模型在实际场景中是否具有较好

的适用性。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时,将多个评价指标结合起来进

行综合评价；在选择具体模型时,通过对比分析不同模型对实际

数据的拟合效果来选择最优模型。 

2.5.5适应性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实际场景中是否具有较好的适

用性；二是在实际场景中是否能表现出较好的性能。在构建评

价指标体系时,根据实际需求进行调整。例如在随机森林中,根

据数据集规模大小、数据集本身复杂程度来进行指标权重设置；

在交叉验证过程中,将多个实验结果进行对比分析来选择最佳

交叉验证结果。 

2.5.6应用效果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对实际场景中的数据进行建

模分析来评估模型对实际数据表现出来的拟合效果；二是通过

对预测精度、预测误差等指标进行对比分析来评估模型在实际

场景中的性能；三是通过对实际场景进行应用分析来评估该方

法的适用性。 

3 结束语 

本文主要介绍了基于数据挖掘的智慧财务决策支持方法设

计及应用。通过对数据挖掘技术的基本原理、智慧财务决策支

持系统的构建流程和实际应用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到数据挖掘

技术在金融领域的重要性和应用前景。未来,随着人工智能和大

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智慧财务决策支持方法将会更加智能化

和个性化,为金融机构提供更多的决策支持和帮助。希望本文对

金融从业者和研究人员有所启发,促进智慧财务决策支持方法

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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