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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行业新一轮没有硝烟的战争，落在了

大模型上。

从“百模大战”到“千模大战”，大模型在

2023年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又在经历市场探

索后从通用大模型涌向了面向垂直领域的产

业大模型。期间，金融行业成为了大模型落地

的主战场。

而金融行业所独有的行业属性和监管要

求， 也让大模型在应用的前置环节迎来了约

束。从隐私数据到科技伦理，监管划出的红线

让大模型在合规审慎的框架内有序发展。与此

同时，政策准入打消了从业机构在场景布局方

面的顾虑，也让从业机构主动将风险防控与合

规写入大模型的发展脉络，大模型的潜力与价

值在金融领域得到了更为具体的展现。

等待监管划“红线”

近年来科技创新快速发展，科技创新
在各类新业态应用后爆发的安全风险受
到各国监管部门的关注。过去五年间，我国
与科技创新相关的监管框架不断完善，科
技伦理治理成为重要一环。

2022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
见》，提出强化科技伦理审查和监管。随后，
人民银行于同年10月正式发布并实施《金
融领域科技伦理指引》（以下简称《指引》）。

《指引》 明确提出金融科技的定义为
“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强调金融科技的
本质是金融，杜绝以“科技创新”的名义模
糊业务边界、交叉嵌套关系、实施无证经
营或超范围经营等行为。

另一方面，进入2023年后，大模型概
念愈演愈烈，聚焦在人工智能本身的监管
体系开始明确。7月13日，《生成式人工智
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发布，同时明确
了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法
律文件作为上位法， 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提
出包容审慎和分类分级监管原则， 并在内
容标识、 安全评估手续等方面进行了更完
善的补充管理。

10月8日，科技部联合十部门印发《科
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成为科技伦理风
险防控与创新风险治理的准则。 同期有市
场消息指出， 人民银行正在指导制定一项
关于金融领域人工智能应用风险治理的
推荐性行业标准。根据介绍，该标准将为金
融行业人工智能系统应用的风险识别与防
控，以及系统升级、实现、验证、测试、管理
提供依据。

复旦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院长柴洪峰
认为， 金融数据和垂直领域大模型密切相
关，存在数据安全、大模型安全可信和伦理
等问题。 同时金融领域也涉及敏感信息和
决策，对于金融大模型的监管必不可少。

监管框架正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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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模型的价值绝不在于纸上谈兵， 最终还是
要落在具体的场景应用中。大模型适用的场景中，
市场纷纷将目光投向了金融领域。 一方面金融行
业本身具备丰富的业务场景， 对于人工智能应用
要求高、 需求高； 另一方面大模型应用离不开数
据、算法的支撑，金融行业复杂而专业的知识体系
也为金融大模型的应用提供了沃土。

在蚂蚁集团财富保险事业群架构师赖永兴看
来，金融是一个专业性高、逻辑严谨、重风险，合规
性和可靠性要求高的行业，在金融业务中，严格的
合规要求和法律法规的遵守至关重要。 同时需要
全面考虑市场、信用、操作等各种风险因素，并制
定有效的风险管理策略。基于前述特点，大模型落
地金融产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思则生变， 从大模型领域参与主体的视角出
发，各类参与机构已开始关注大模型的合规发展。

与大模型相关的讨论中，“合规” 是高频出现的词
汇之一。度小满CTO许冬亮曾提到，金融是强监管
行业， 安全合规是大模型落地的前提条件和重要
保障。 金融大模型安全合规既需要监管政策的约
束，更需要大模型企业自身的主动作为。

马上消费金融CTO蒋宁也曾提出， 当前金融
大模型在应用规范方面缺少100%符合监管要求
的客观标准和评价体系，希望与协会、监管单位共
同努力， 推进金融大模型在落地过程中所需要的
一些客观能力的评价和标准。

透过受访企业提供的信息不难发现， 大模型
已然成为竞争的新赛道，互联网公司、科技公司、
金融机构等市场主体均已“起跑”。而安全监管与
运维是相关机构发力大模型的重要环节， 例如奇
富科技通过数据脱敏处理和隐私计算， 在保障安
全使用数据的同时最大程度挖掘数据价值。

安全合规是发展前提

于大模型而言，金融行业是机会，也是挑
战。当尚未完全成熟的大模型遇上强监管的金
融行业，金融大模型作为金融创新应用展现形
式，不可避免地在安全隐私等方面受到考验。

对于大模型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有大模型
行业从业人员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大模型还
处于发展早期阶段，随着后续技术的不断升级
迭代，大模型应用场景将更为丰富，对应的合
规要求必然也会更为细化。

经济学家余丰慧直言， 金融是强监管行
业，安全合规是大模型落地的前提条件和重要
保障。如何通过大模型技术强化金融机构的风
险管理和内控体系建设，确保交易场景的可控
和稳健经营是当前金融行业面临的重要问题。

“金融机构在应用大模型技术时， 需要充
分考虑数据的质量和可靠性，建立完善的数据

管理和治理机制， 确保模型的准确性和稳定
性。同时，金融机构还需要加强对大模型技术
的监管和审计， 建立健全的内部控制体系，确
保大模型技术的应用符合监管要求和合规标
准。”余丰慧补充道。

围绕金融大模型监管，柴洪峰建议，建立
监管框架与标准，确保大模型在金融领域的应
用符合法规与道德要求，通过政产学研的合作
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指南。对于金融大模型的部
署与使用，需要协同共治，提升透明度，保证数
据质量和可解释性的机制。这可以帮助用户与
监管机构理解模型的决策依据，并确保其不带
有偏见或歧视性。同时，监管机构还应加强对
金融大模型的审查和风险评估，对于关键人物
和系统，应建立审查和测试的机制，确保其性
能和安全性。

加强审查和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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