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大數據看似是一門很遙遠艱深的科學，但其實際應用滲透生活每一角

落，除之前提及的教育與交通，還能為保險與金融帶來無限商機。保險業如何最有效率地找出工傷高危客

戶、推導出最符合經濟成本效益的治療理賠方案，以及如何將大數據產品轉售小商戶，再變成財富資產，

都由幾位專家娓娓道來。

理工大學互聯網及移動計算實驗室主任曹建農表示，從
保險公司每年的顧客賠償個案，「可以看到每個人花

費不一樣，有人住院3天，有的要住10天。一般這些保險
公司會每年作分析，當中哪些人賠最多錢，以後就要加保
費；還有工傷的治療方法建議，哪一種工傷、哪一個治療
康復更快、用錢更少等。」
曹建農其中一個研究，就是替30多家保險公司以大數據

去分析保險賠償的申請原因、賠償方法、治療過程等資
料，透視當中現象並找出對策，「雖然現在只有幾萬個數
據，可是如累積到過去5年至10年的數據，可以看到賠償
及治療技術的變化。」研究開始逾半年，其中一個目標是
評估「風險指數」，找出高風險的人，「危險度跟性別和
工種有關，比如說男的、在室外工作的，受傷機率會高一
點；女的、在室內的，精神上可能有問題的機率多一
點。」此外，項目還會透過數據總結出「最好治療方
案」，指定他們用特定的治療方法才獲賠。

「考古」看紀錄 查受保人有否欺詐
科技大學霍英東研究院院長倪明選及研究助理教授譚浩
宇亦分析客戶行為，課題亦是保險業。他們與內地一保險
公司合作，「我們希望找出每一次客戶索賠時，有沒有欺
詐可能。保險公司不可能把每一宗都查出來，但假設每天
有1,000起案件，如果我只是查100起，怎樣才能找出最大
可能的欺詐？」
他們就把這些個案排序，先查榜上靠前的，二人解釋說︰
「這是根據客戶過去的行為做排序。傳統做法是用最簡單的
信息包括案件、發生地點、車型等。現在則加入人的『歷史
行為數據』，包括投保歷史、開車歷史、道路本身事故發生
頻率、天氣、環境等，都可放到模型去提高準確度。」
譚浩宇又直言，單一數據模型並不足夠，要加上不同模
型，才可更準確分析，「現時我們的計算比美國知名諮詢
公司要好一點，但我們計算資源的成本更低，對中小企而
言很有競爭力。」

金融業也適用 助定信用評級
除了保險，倪明選和譚浩宇均表示，大數據對互聯網金
融亦有很大用處。譚浩宇以「小型貸款」為例說︰「阿里
巴巴做了『阿里小貸』的產品，把幾塊到幾萬塊的貸款發
放給旗下『天貓』（購物網）的店主。為何銀行不做這
些？因為要查資料、填表等，成本比例太高。阿里巴巴沒
這問題，因為它已有店主和店舖的行為數據，可算出信用
評級；而且它透過網路就可，軟件也是開源軟件稍作修改
就可。結果他們把錢發放給自己的客戶，能做到一塊錢貸
款也可賺錢。」
他們認為有關模式亦可在港開創商機，「香港有不少小
型財務公司，一般而言都要客戶的收入、報稅證明，再去
算借貸額，過程繁瑣。若有一個機構，有我的交易歷史紀
錄，變成信用評分產品，這些公司透過網上查詢就可決定
是否貸款給我。內地就有很多這樣的事情。這些數據在大
銀行裡，若能說服大銀行把數據拿出來，做成產品，服務
第三方的小型金融企業，這樣數據就直接變成資產。」

開發工具 最難是錢
有科學家研究大數據不同的應用範
疇，也有人開發供一般採用的大數
據工具。理工大學電子計算學系副

教授盧至力，就以開發大數據分析工具為目的，讓不太
懂得電腦的人都可用到，就像現時各式各樣的電腦軟
件，人們即使不清楚背後原理，亦可有效運用並達到指
定目的。

運用問題：數據既急又多
盧至力概括大數據運用時所面對的幾個問題，「就是

數據很多、來得很急、有很多不同類型的數據，例如我
們買東西，會有一行行的購買紀錄，包括何時及買了甚
麼；而現在買完東西又會去網上社交平台說產品好不
好，這不是單純一行行資料，而是一堆描述文字。但不
同人的說話又會有不同分量，我和行政長官梁振英說的
就完全不同，因為他有更多人關注，這點不是數據紀
錄，也不是自由文字，而是人和人之間的網路圖，這就
有3種資訊要看。傳統公司不懂得如何分析，我就做個
系統，將麻煩東西收集起，讓他們更方便地進行分
析。」
他希望能開發出數據工具，不同用家寫幾句東西，無

論最終數據有多大，都可給出結果，「如果數據很多，
我們可於伺服器多加100台機或1,000台機，替它自動
化地做分析。」
但他坦言，大學做有關工具開發面對不少難題，「最

困難是錢，此外我們的規模亦遠未及外面的大公司；大
數據講的是幾百萬台機，大學做不到。所以我們傾向與
企業合作，因為他們有硬件資源，但未必有人和技術，
我們則相反。」 ■歐陽文倩

■■陳振冲希望透過大數據的陳振冲希望透過大數據的
電腦運算配對來縮短藥研時電腦運算配對來縮短藥研時
間間。。 記者莫雪芝記者莫雪芝 攝攝

大數據還能應用在醫療方面，
理工大學電子計算學系教授陳振
冲將大數據用於藥物設計，透過

電腦運算去應付各式各樣的配對工作，以縮短研製藥
物的時間。

內地出動「超腦」配對
陳振冲解釋說：「當人有病時，可能是某個蛋白有

缺憾，藥物就針對該蛋白去解決問題。但人體的蛋白
種類很多，要先看有甚麼病、會有甚麼影響，而藥物
也可能會有副作用等，當中有很多可能性，有很多數
據要分析。內地也會用超級電腦來做。」
他坦言，現時研發一種藥往往要十多年，當中很多

時間用來做實驗，但若先用電腦做分析數據，就可快
點配對出來。研究團隊首先了解指定蛋白有何特徵、
合適藥物又有甚麼特徵，「每隻藥有幾十個至幾百個
副作用，而用在不同人身上也可能略有不同，現時數
據很多，只是沒有方法分析；我們最終想了解為何有
些藥會有這樣的副作用，及到底甚麼藥應用在甚麼人
身上。」
雖然研究暫時未有成功例子，但他相信鑽研下去最

終會令研製藥物的周期縮短，「現時我們看到一些東
西，但要有生物學意義的，還需探究，並要找有藥物
開發經驗的人參與。現時很多藥物資料數據都已公
開，能有更多當然更好，而涉及病人的資料則要特別
收集，可能要和藥廠合作。」 ■歐陽文倩

縮短研藥時間 福澤病友

FPGAＸ ATOM 更快「捉」癌「細」胞
當社會對資訊的要求越

見精細，處理數據量也更
龐大，電子儀器運算速度

成為其中一個技術關鍵。香港大學電機電子工
程系團隊，正探討以高效能的「現場可程式邏
輯門陣列（FPGA）」代替傳統電腦，結合學系
研發的「ATOM」光學高速顯微成像系統，令
處理高清細胞圖像的速度提高5倍至10倍，讓
技術更切合醫學如癌細胞病變診斷需要，造福
大眾。
港大「ATOM」系統將光纖光學和激光技術

結合攝影概念，成功令小至細胞層面的圖像拍

攝速度及精細度大幅提高，即使在人體組織只
有極小量癌細胞，也可成功捕捉；但由於所拍
得的高清圖像涉及超大量數據，如何有效處理
及篩選圖像，避免「拍得太快跟不上」，成為
系統運作的重大挑戰。
負責處理FPGA技術的電機電子工程系助理

教授蘇國希介紹說，傳統電腦的設計在於多種
形式的全面運算，而FPGA則是已改變構造的
電子硬件，透過特有的程式令所有運算資源
「專門化」，從而提高速度及效率。而有關做
法對個別種類大數據的處理也有較大應用潛
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智鵬

■港大電機電子工程系團隊探討以FPGA結合
ATOM，令處理高清細胞圖像提速最高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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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建農研究的其中一個目曹建農研究的其中一個目
標是評估風險指數標是評估風險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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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公路網蘊藏非大城市公路網蘊藏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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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高危」保險客 推導最佳理賠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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