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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模型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
智能技术逐渐成为数字经济新的增
长点，一场大模型之战正在打响。作为
AIGC应用的主战场， 在金融机构投
研决策、数据分析、智能交互等交易
业务领域已涌现出多个大模型应用。

观察机构应用大模型的情况，会
发现大模型在多方面都能发挥出巨
大作用。度小满CRO孙云丰此前在公
开场合介绍，“公司对大模型的探索是
全价值链的，从营销获客到运营再到
风控和决策服务，甚至包括信息回收
等领域。结合AI技术、引擎决策等技
术能够解决哪些问题， 正是我们现在
往前摸索、往前走的”。

在金融交易领域， 大模型亦极具
想象空间，在银行业务中台，大模型的
分析能力可以为交易业务提供全流程
自动化场景， 例如通过应用大模型的
关键信息提取、智能文本生成、上下文
联想、多轮对话等核心能力和特点，重
塑金融市场核心交易业务流程。 在交
易研判阶段，使用大模型技术，提升投
融资方案计划的制定能力； 在交易执
行阶段，通过人机对话式的交易管理，
提升自有资金运用的择时和择期效
率， 并以此扩大投融资的规模与交易
收益。

在私募量化蓬勃发展的今天，大
模型也拥有广阔的应用场景。 基金公
司可利用大模型将运营数据、 新闻舆
论、分析师数据等有机结合，使得机构
对宏观、行业、资金走势、公司财务有
更深入理解。叠加智能的优势，大模型
在数据组合构建、市场跟踪、辅助交易
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

正如江苏苏宁银行首席信息官黄
进所言，“对于AI大模型在业务场景
的应用顺序，我们会坚持一个原则，就
是会将大模型技术优先应用在那些能
帮助银行切实解决金融服务痛点的场
景， 我们引入大模型技术绝不会为了
‘赶潮流’， 而是要求它能真正解决银
行业务发展的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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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交易

多点开花
金融领域作为数据密集型行业，是最适合大模型

应用落地的场景之一。在调研过程中，有多家金融机
构人士均向北京商报记者表达了将尝试利用大模型
技术，构建“智慧大脑”的愿景。

作为服务回归交易本源的发展战略， 以现金管
理、供应链金融、贸易金融、跨境金融为核心的交易业
务，是银行向轻资产经营模式转型、提升综合性价值
创造能力的必由之路。一位股份制银行科技创新部门
负责人透露，该行将打造大模型示范应用“灯塔”，助
力交易业务提升工作效率。

有基金公司人士展望，大模型在提升现有解决方
案能力边界、企业级知识应用解决方案、更自由的自
然语言交互的能力将逐渐显现，可以通过专业的服务
商进行前期数据优化和专业模型搭建，建立并使用属
于金融领域自身的大语言模型。

目前对于金融行业交易领域而言，大模型落地场
景广泛，无论是日常工作中的自然语言处理和文本分

析，还是相对复杂的交易策略都有涉及。中关村物联
网产业联盟副秘书长、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促进
工程执行主任袁帅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大模型可以自动化和智能化地执行交易过程， 包括
自动识别交易机会、自动下单、自动调整持仓等。通过
大模型技术，金融机构可以更加快速、准确地执行交
易，提高交易效率和准确性。大模型可以更好地融合
金融领域的专业知识，包括投资分析、风险管理、资产
定价等。通过与金融专家的合作和集成，大模型可以
更加精准地把握市场趋势和风险，提高金融机构在投
资决策和市场分析方面的竞争力”。

在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卢鼎亮看
来，通过大模型的助力，金融服务的效能将有望得到
进一步提升与飞跃。通过大模型分析资金流、信息流、
合同要素、担保物信息、行为习惯信息、物流商流信息
等，将能够为金融机构提供快速、智能、全面、安全、可
控的解决方案。

“智慧大脑”

不过由于各个机构间的数字化能力参差不
齐，对大模型的需求各不相同，再加上金融领域数
据的敏感性， 也使得大模型在金融领域的建设并
非一蹴而就。

有观点认为， 大模型更适合总结过去存量的
信息，在预测未来的有效性上仍在探索阶段。

在大模型商业化落地存在的风险和挑战方
面， 中银金融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唐啸便提及了数
据时效性、决策稳定性的问题。

在唐啸看来， 金融大模型的训练依赖于已有
的数据， 这种依赖性会导致模型训练和预测存在
明显的滞后性。 这种滞后性可能使大模型无法及
时反映外部环境的动态变化， 影响决策的稳定性
和准确性。 另一方面， 即使有了高质量的训练数
据，因为模型结构、解码算法、暴露偏差等原因，大
模型仍可能出现幻觉现象， 无法做到每一份决策
都稳定、精确。

一位股份制银行有关人士坦言，“金融大模型
的落地必须要做好数据与算力的基础建设、 模型
选型及训练微调、 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等多项前

置工作，只有将这些做好，方能真正发挥大模型在
金融领域的应用价值”。

在交易决策和量化投资等交易业务层面，大
模型技术仍存在许多挑战。

袁帅表示， 大模型技术当前无法完全满足金
融场景的特定需求。 通用模型的能力可能不能准
确地把握金融市场的动态和变化， 这可能会对投
资决策的准确性和时效性产生负面影响。另外，大
模型可能会对一些不相关的信息进行过度拟合，
从而产生一些“幻觉”结果，这对投资决策的准确
性是有害的。此外，大模型技术还可能存在可解释
性不足的问题。对于一些复杂的金融市场现象，大
模型的输出可能非常复杂，难以解释，这可能会影
响投资者对模型的理解和信任度。 大模型技术还
可能存在隐私保护和合规性问题。

袁帅表示，整体来看，在使用大模型技术时，
金融机构需要充分考虑这些挑战， 并采取相应的
措施来应对。 这包括但不限于建立合适的模型评
估机制、提高模型的精度和可解释性、加强数据的
安全性和合规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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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互联网+”到“大模型+”，金融机构的智慧交易正迈入新“轨道”。

为提升科技对业务的支撑能力，银行、保险、各类机构开始倾向利用大模

型技术，构建“智慧大脑”，助力交易业务提升工作效率、降低成本。在近

日的调研中，亦有金融机构人士向北京商报记者坦言，将适时推进升级

技术栈和AI技术能力，打造大模型示范应用“灯塔”，为交易业务赋能。通

过大模型的助力，未来金融服务的效能将有望得到进一步提升与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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