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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新技术的应用， 降本增效是最重
要的目的之一，BCG在《银行业生成式AI应
用报告（2023）》中，以一家拥有约两万名员
工的区域性国际银行为例进行测算， 结果
显示，如果能够落地大模型的规模化应用，
那么首年即可节省约1.5亿美元的成本，占
整体薪酬总包的7%左右。 但在调查中显
示， 仅有67.92%的银行认为金融大模型能
够降本增效， 在所有金融机构和上下游服
务商中比例是最低的。 保险机构则是最乐
观的，92%的保险公司认为金融大模型具
有降本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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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大模型未来应用所需时间
方面，金融机构普遍认为仍需较长时间
解决大模型所面临的合规、安全、隐私
等问题， 但也普遍认为将在1-5年内产
生大范围的落地。 有37.74%的银行、
20%的保险、40%的证券与资管机构、
26.32%的上市金融服务商、37.5%的综
合金融科技公司， 认为大模型会在1-3
年内大规模落地。相较而言，更多的金
融机构和服务商认为，3-5年内金融大
模型才会大范围落地。

综合来看，调研的银行、保险、证券与资管、上市金融服务商、综合金融科技等金融机构和服务商，基本对金融大模型在场景、业务中的
落地非常看好。但受到各种因素制约，当前金融大模型实际应用落地的业务和场景还较少，部分已落地的场景也主要集中于前台业务场
景，机构普遍寄予厚望的应用于中台的风控、技术、运营等，落地仍然较少。数据质量与数量、成本投入、人才、模型可解释性、隐私安全等问
题被认为是制约大模型落地最主要的挑战，但机构普遍认为五年之内金融大模型将得到大规模的实践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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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22年底大模型被高度关注以来，很多金融机构已经走出了大模型应用的第一步，在这
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遇到了各种问题和挑战。整体来看，金融机构和上下游服务商面临最大的
问题和挑战还是集中在隐私安全、数据质量和数量、人才、成本投入比等几个方面。但不同的机
构遇到问题的严峻性也有所不一，银行受到的监管最严格，因此面临最大的还是隐私和安全的
问题；保险机构面对最大的还是成本投入与人才不足的挑战；证券与资管机构除了面临成本投
入的约束外，还面临可用数据质量和数量的问题；而上市金融服务商则面临模型可解释性的问
题和隐私安全的问题；综合金融科技服务商面临成本投入和数据质量数量的问题。

数据来源：《大模型在金融领域应用与治理调查问卷分析》，北京商报×星图金融研究院制图

茛金融大模型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荩不同金融机构预计金融大模型大规模应用所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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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大模型的降成本效应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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