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行：积极与谨慎

历经此前多番大模型理论层面的论
战，2023年大模型逐渐走向落地阶段，垂
直领域的应用开始初露锋芒。

作为大模型技术应用的最优行业之
一，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业正在加快大模
型应用的布局。目前农业银行已建立人工
智能创新实验室，围绕知识检索、答案推
荐等领域， 研究大模型技术应用场景；交
通银行则组建GPT大模型专项研究团队，
为体系化、规模化应用奠定基础；而兴业
银行引入部署私有化的商业大模型，上线
大模型产品ChatCIB。

亦有银行走在大模型应用前列，尝试
与行业领域及场景结合加以应用。此前工
商银行完成了人工智能AI大模型能力建
设应用规划，并在国内同业率先实现百亿
级基础大模型在网点员工智能助手、知识
运营助手、金融市场投研助手等多个场景
应用；平安银行虚拟数字人产品则通过大
模型等技术，持续提升功能效果。

尝试是积极但克制的，现阶段银行大
模型的应用主要集中在文本生成和智能
客服领域。例如，工商银行通过推进金融
大模型在数字客服领域应用， 不断完善
“未问先答+多轮场景+线上图文” 智能服
务模式。江苏苏宁银行大模型专家郑清正
透露，该行率先将大模型技术应用在智能
客服场景，此外，正在研发大模型在辅助
研发、文本生成环节的应用。

“大模型技术在银行等金融体系应
用，大致要经过赋能、增能、产能三个阶
段”，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科技研究中
心主任张宁表示， 赋能阶段通常是被动
的，银行看到大模型技术在其他领域的应
用，将其引入至行业中；而增能阶段是有
选择的被动，银行依据业务发展方向和管
理路径有目的地引用技术；产能阶段则是
主动的，银行聚焦于行业初心或者对应的
市场根基需求，决定应用技术。整体来看，
目前银行大模型应用处在赋能向增能转
型阶段，银行通过引用大模型技术解决传
统客服死板、交流不够灵活、提取信息不
够充分等问题。

应用初露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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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大模型应用场景探索集中在对内、 对客
两方面。 对内主要作为智能辅助工具帮助业务人
员提升工作效率，例如，文本生成、信贷审批、投研
服务、合规风控等，对客则主要用于智能交互。

虽然应用场景丰富， 但是从基础大模型走向
核心业务场景， 银行业大模型的商业化落地仍需
面临技术、数据、安全等多重挑战。

“金融业虽然已经积累了大量数据和数据处
理经验，但相对于大模型需要的数据量、知识密度
和处理质量来说还远远不够”，交通银行副行长钱
斌指出，金融领域的专业数据和公共数据不足，由
于金融制度的差异， 无法完全照搬国外的金融语
料、金融知识。而金融服务的专业性、精准性又对
人工智能技术的效果和可信度提出了非常高的要
求。因此，在丰富数据种类、强化数据治理、提升数
据质量、保障数据安全、完善数据共享机制等方面
还任重道远。

训练成果、数据的数量及质量、生成式AI存在
的“幻觉”偏差等成为金融大模型从“想象”走向

“现实”绕不开的难题。郑清正表示，普通金融机构
没有能力训练基础大模型， 模型的知识更新只能
通过增强检索生成的框架（RAG）来补充，这涉及
较为复杂的AI系统平台的部署和运维， 而国产AI
训练仍缺乏市场的检验。在数据积累方面，如何积
累有效的知识数据， 缺乏统一的规范和指导。此
外，大模型“幻觉”内容生成的监控和识别仍然是
问题， 目前只能靠人工检核， 面对海量数据生成
时，准确的校验机制仍缺少手段。

易观分析金融行业高级咨询顾问苏筱芮认为，
大模型在银行落地层面首先要突破技术局限。目前
大语言模型仍然为静态数据驱动的学习范式，无法
实现新知识的快速学习与迭代。其次，巨大的模型
训练与推理算力等成本拉低效益比。此外，安全合
规可信应用底线尚需刚性保障。例如模型安全与可
控制性问题， 包括模型攻防、 数据注入等问题。另
外，无论是大模型的训练推理，还是对话应用的过
程中， 都存在过多的隐私暴露与数据安全风险，这
有赖于技术突破和监管合规的进一步建立。

数据安全瓶颈

尽管大模型在银行业的落地应用充满着
多重挑战，不过，在降本增效的目标导向下，除
加强自研能力外，银行也不乏通过引入“外脑”
的方式来完善自身大模型建设和应用。已有银
行开始推动相关招标或调研工作，内容包括预
训练基础大语言模型、大模型平台算力集群建
设采购需求调研等。

大模型在银行业的落地已不再缥缈，但应
用从外围走向核心尚需深耕。“大模型直接应
用于风险识别、交易监控等尚缺乏垂直应用的
典型范例，目前仍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
郑清正透露，未来，该行还会尝试将AI大模型
技术应用在催收、智能投顾等场景，在催收环
节，可以通过大模型技术“分析”银行与逾期贷
款人的沟通信息，研判后者的还款意愿，作为
优化催收策略的一项辅助工具；在智能投顾场
景，则可以使用大模型技术分析银行与客户在

财富管理方面的沟通信息，分析后者的投资需
求，提供有价值的投顾建议。

“所有技术在应用过程中都是为了管理
目标或者效益服务的”， 张宁建议,银行等金
融机构在大模型应用落地过程中应审慎分步
进行， 从信息数据的科技化， 到信用的科技
化，再到风险的科技化，最后实现业务的降本
增效。

在银行打造科技硬实力的战略规划上，金
融大模型已然占据一席之地， 但具体推进时，
银行也表现出谨慎态度。某股份制银行相关负
责人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AIGC
作为生产力工具在银行业的应用方兴未艾，但
对银行业的价值创造和范式变革有待进一步
观察和验证。根据业务体量和技术特点，该行
将在战略上体系性合理规划，在战术上场景化
审慎入局。

从外围走向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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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Transformer算法被提出，到

ChatGPT的横空出世， 大模型正逐渐

成为各行业关注的焦点。 生成式AI时

代的到来， 将有关大模型的讨论推向

高潮。

金融业具备大规模、高质量的数

据资源和多维度、 多元化的应用场

景，被视为大模型技术应用的最优行

业之一。商业银行正在积极探索大模

型在对内、对客场景的应用。已有银

行率先将大模型技术应用于智能客

服场景，并正在研发大模型在辅助研

发、文本生成环节的应用。不过，从基

础大模型走向核心业务场景，银行业

大模型的商业化落地仍需面临技术、

数据、安全等多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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