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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布局态度不一，但当“模型应用”
成为共识， 大模型在帮助金融机构提升风
控“免疫力”方面还有许多期待。

“虽然当前大模型在风控领域的应用
尚未成熟，但前景非常广阔。”正如郑清
正所言， 未来的场景包括利用大模型的
智能体技术量化公司的风险偏好， 通过
分析给出具体的风险限额提示， 定期自
动化生成一系列风险指标和分析报告
等。为管理层装上高度智能化的实时辅助
分析工具， 提升对业务经营状况的敏锐
度，从而提升业务决策的准确度和时效性。

中银金融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唐啸表
示， 从一般的智能风控系统架构（数据
源、数据平台、执行层、计算层、应用层）
来看， 结合大模型在银行业的价值和风
险， 数据层和应用层更适合作为大模型
在风控领域的先行场景。

上述股份制银行科技创新部门人士坦
言，“在市场风险评估中， 金融大语言模型
还可通过对金融新闻报道、宏观经济数据、
政策消息等信息进行分析， 建立更全面的
市场风险动态指数， 提高市场风险管理的
准确性和全面性”。

由于保险业对信息的高精度的要
求和严苛的数据合规要求， 元保保险
经纪（北京）有限公司负责人也同样指
出， 大模型可以协同进行更总结性的
监控，判断异常的交易频率规模，判断
是否存在内外部的不当行为或外部异
常。大语言模型可以自动化全面地审查
交易场景中涉及的文档和通信信息，判
断场景流程是否符合相关的法规和内
部政策。

毋庸置疑， 大模型趋势下开启的数智
化时代，将会重塑很多金融机构此前积累
的风控经验， 金融机构需要做好准备。江
苏苏宁银行金融科技高级研究员孙扬表
示，金融机构要加强大模型技术在业务全
流程中的覆盖，重点围绕风险盲点、风险
薄弱点进行建设，比如对于精准营销、贷款
KYC、贷后催收评分、失联修复进行应用，
而且也要加强对于大模型运行效果的评
估，防止输出结果不准确，对风险管理内控
造成误导。

无限可能 >>>

在过去数年间的数字化、 数智化浪潮下，银
行等金融机构对于智能风控、模型算法早已不再
陌生。

以商业银行为例，此前，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本
质是用数据+算法的手段，对业务流程、运营方式
等进行改造和重塑。例如，迅速、高效地处理海量
数据， 并在此基础上打造风控数据信息库及智慧
型风控平台。

历经了多年的数字化转型， 金融机构对传统
模型的应用早已成熟， 但相较于传统人工智能算
法一事一议的建模方式， 大模型具备更强的通用
能力、更高的应用效率。江苏苏宁银行大模型专家
郑清正举例称， 例如利用大模型的自然语言处理
（NLP）能力，可以自动化分析内部政策、法规要求
与实际操作之间的偏差， 及时发现潜在的合规风
险。大模型可用于建立动态风险评估模型，实时监
控关键指标，确保风险控制措施的及时调整。

大模型就好比一个拥有海量信息储备的“小
帮手”，通过分析海量数据，识别潜在风险和市场
机会。元保保险经纪（北京）有限公司目前尝试使
用本地私有化大模型去分析用户的脱敏数据，分
析总结用户的主要问题和风险点， 并针对风险点
进行预警和提醒， 帮助公司及时发现并解决风险
问题。该公司相关负责人指出，大模型能够用以分
析索赔报告、客户的脱敏数据等，识别异常模式和
可疑行为，识别是否有欺诈风险。

消费金融、基金公司也做出了尝试。马上消费
通过高质量且合规的数据， 有组织地投入到大模
型，目前已累加100PB数据和20多万张数据库表，
依托10多万个变量和特征， 搭建起2000多个风控
模型， 形成行业领先的数据生态， 实现全息用户
级、全景环境级的数据资产。工银瑞信深化大模型
垂直领域应用，探索在营销、风控、运营、投研、量
化交易、低代码研发等众多场景的规模化应用。

不再陌生 >>>

大模型时刻的到来，正在将金融机构数字
化、数智化转型引入新阶段，但由于金融领域
数据的敏感性，大模型在金融领域的建设并非
一蹴而就，数据与算力的基础建设、数据安全
与隐私保护等内容都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在调研过程中，也有金融机构对以大模型
为基座的智能风控体系布局较为“保守”。有股
份制银行科技创新部门人士坦言，“训练和运
行大模型需要巨大的算力和资源投入，特别是
金融领域数据量庞大， 要满足大模型的需求，
需要相应的高性能计算设施和存储能力，这将
增加金融机构的成本负担，还需要好好考量”。

很重要的一点还有，金融领域涉及大量敏
感客户数据和交易信息，保护数据隐私和确保
安全是至关重要的。使用大模型处理这些数据
可能带来潜在的数据泄露和安全漏洞，需持续
开展大模型前沿技术动态跟踪和相关技术研
究，解决幻觉、伦理安全等问题。

过去，很多人将人工智能称为“人工”智
能，大模型出现后，行业寄希望于大模型能改
善很多人工智能垂直领域的问题。不过，从实

践经验来看，每一次变革浪潮都不是容易的，
大模型的预训练数据通常来源于互联网上的
海量数据， 可能存在偏见或反映现实世界的
不完全性。

对金融机构来说， 风控的核心是数据能
力，一位银行人士告诉北京商报记者，金融领
域对决策的可解释性要求非常高。大模型虽在
复杂任务上表现出色，但其黑盒性质可能导致
难以解释模型的决策过程，这在一些金融决策
场景中可能不被接受。此外，金融领域的数据
通常存在不平衡问题，这可能导致大模型在处
理不平衡数据时性能下降，需采集高质量的数
据对大模型进行优化处理。

在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瀚看来，强化金
融机构风险管理和内控体系建设，确保交易场
景可控和稳健经营是大模型应用的重要前提。
金融机构需要加强对数据的管理和监控，建立
完善的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机制，确保数据的
准确性和安全性。同时，金融机构还需要加强
内部控制， 建立科学的风险管理和内控体系，
防范风险和欺诈行为的发生。

较为“保守” >>>

AIGC成为人工智能的新基座， 也让通用大模型概念席卷至各

行各业。凭借强大的语义理解、语言生成及智能整合能力，金融机构

将大模型技术应用于风控体系建设、协助分析客户和市场中的各种

非结构化数据、提高风险管理的准确性和业务决策的时效性拥有巨

大想象空间。但受限于算力需求大、模型定制难度高等问题，构建基

于大模型底座的智能风控体系未来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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