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３８ 卷第 １ 期
２０２５ 年 ２ 月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Ｖｏｌ． ３８ Ｎｏ． １
Ｆｅｂ． ２０２５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 － ０９ － １３
作者简介：徐超，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副研究员。
基金项目：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数字经济下无形资产跨境交易税收法律问题研究”（ＳＱ２０２３１７７）；中国社

会科学院“登峰战略”资助计划优势学科“意识形态安全学”
本文引文格式：徐超． 生成式 ＡＩ 在金融领域的应用、风险与监管建议［Ｊ］．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５（１）：４０

－ ４７，６１．
① 杜知航、关聪：《Ｓｏｒａ 再进阶》，《财新周刊》２０２４ 年第 １１ 期。
② 虽然银行与金融机构多年来一直在各种前、中、后台的服务中，尝试部署使用数据分析与类似专家系统，或决策支援

系统等类型的人工智能应用，包括管理信用风险和欺诈；然而，金融服务中的生成式 ＡＩ 与之前各类型的智能型应用
方法相比，俨然发生了重大变化。 参见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办公室课题组韩飚、胡德：《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应
用及应对》，《武汉金融》２０１６ 年第 ７ 期。

ＤＯＩ 编码：１０． １９８４７ ／ ｊ． ＩＳＳＮ１００８ － ２６４６． ２０２５． ０１． ００７

生成式 ＡＩ 在金融领域的应用、风险与监管建议

徐　 超
（中国社会科学院 信息情报研究院，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

摘　 要：近年来，以信息技术为基础，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人工智能尤其是生成式人

工智能广泛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不同领域，促进相关产业链快速发展。 现有研究成果显示，人
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大大提升经济效益与效率，但也蕴含不少风险。 对此，境外国

家和地区、国际监管机构为因应当前金融科技发展的需求，妥善处理金融科技创新与安全之间

的关系，积极主动制定监管制度，提升监管机构的能力。 我国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和金融业发展

的大国，亦应多措并举制定人工智能监管制度，这不仅有助于控制相关领域潜在风险，而且有

助于争夺相关领域的制度性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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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产业界不断加大 ＡＩ（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即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与应用的力度，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Ｏｐｅｎ ＡＩ 推出的 ＣｈａｔＧＰＴ 标志着生成式人工智能（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简称生成式 ＡＩ）发
展迈进新阶段。 生成式 ＡＩ 利用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技术，学习大量的数据，生成与原始数据相似的新

数据。 通过此等创新，生成式 ＡＩ 具备初步的判断和推理能力，并逐渐被应用到诸多领域，例如，撰写语

言作品（诸如文章、程序代码、诗词、翻译、戏剧脚本、分析报告、电子邮件、社交媒体内容、结构化的数据

分析等）、图像创作（不同风格的绘图作品、串联图像成为影片等），以及合成语音和制定设计方案等。
值得说明的是，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Ｏｐｅｎ ＡＩ 推出的文生视频模型 Ｓｏｒａ，其生成的短视频可以与人类的拍摄效果

媲美①。 这些借助生成式 ＡＩ 创作产出的应用，更带动相关行业积极寻求商业应用情景与模式。
生成式 ＡＩ 应用先进算法和机器学习等技术能够处理分析大量数据、自动执行任务并准确判断客户

的需求的特点，与金融业的特点和发展需要正相契合，金融领域也是生成式 ＡＩ 应用的理想场景②。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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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业已经存在超过 ５００ 年历史，积累了大量的个人、企业数据，这对人工智能金融模型模拟训练至关重

要。 同时，金融业导入 ＡＩ 技术应用后，无疑将提升金融机构的数据搜集能力，增强数据分析洞察力、提
高营运效率、加强风险管理和控制，以及更有效地打击欺诈和洗钱。 简而言之，金融业应用 ＡＩ，对内可

协助金融机构简化和优化从信贷决策到量化交易和金融风险管理的流程，使金融机构能更好地管理风

险、提高效率；对外可更深入了解客户的需求，并提供更多信息及开发出更好的产品，为客户提供更好的

服务①。 正因为如此，ＡＩ 在预测市场趋势、提升交易效率、维持监管合规和风险管理等方面都有巨大的

发展前景②。 麦肯锡公司在 ２０２３ 年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生成式 ＡＩ 大模型为金融行业尤其是全球银行

业带来巨大的经济价值。 据其估算，应用生成式 ＡＩ 大模型每年为企业端带来的经济价值约为 ２． ６ ～ ４．
４ 万亿美元，其中全球银行业使用大模型可使其每年营业额提高 ２． ８％ ～ ４７％ ，这一比例高于全球制造

业、零售业、旅游业、运输业和物流业等其他行业。 由此可见，生成式 ＡＩ 有助于降低金融业的成本，提高

收益，赋能金融科技创新与发展。
然而，生成式 ＡＩ 在金融领域应用目前还处于早期阶段，无论从支持其算法运行的数据与参数，或是

从其应用的逻辑和范畴等维度来看，都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偏差与风险。 目前，包括金融机构在内

的不少从业人员在应用生成式 ＡＩ 时，并不知悉其产出的生成逻辑，加上监管机构尚未系统掌握此类技

术对金融消费与市场的潜在影响和冲击，这让未来的金融运行隐含一定的风险与挑战③。 大型语言模

型的采用引发各领域行业观察家、学术界、监管机构及广大公众的讨论与不同观点，敦促各国政府加快

人工智能监理与治理的声音不断高涨，以因应生成式 ＡＩ 模型的广泛使用及其带来的相关风险④。 对

此，如何让生成式 ＡＩ 更好服务金融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妥善解决生成式 ＡＩ 的伦理挑战、隐私、信任及

安全方面的风险⑤，是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应当积极回应的新问题、新情况与新挑战。

一、生成式 ＡＩ 在金融领域的应用与实例

当前，大型金融机构正在推动生成式 ＡＩ 在金融领域的应用与发展，这必将推动金融科技的跨越式

发展，具体应用情景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１． 智能营销

金融机构往往需要投资精准且定制化的营销方案，避免盲目营销带来的成本开支，亦需要解决客户

因接听泛滥营销电话而滋生的不满情绪，进而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并赢得新客户信任。 但这需要大量且

深入的客户分析，可能既昂贵又耗时。 生成式 ＡＩ 可以通过分析客户偏好与在线行为，由人工智能预判，
将潜在客户分成不同偏好类型的群组，而非仅凭经验划分的客户类型。 银行在此基础上可根据市场状

况和趋势，为不同群体量身定制营销方案。 此外，银行也可以使用生成式 ＡＩ 帮助创建适合的营销素材，
并追踪转换率及客户满意度，再通过 Ａ ／ Ｂ 测试的执行以测试其效度。 除了提供类似人类的全天候客服

支援，包括回答客户询问、个人信息更新外，生成式 ＡＩ 还可进一步分析客户数据，做出个性化的产品推

荐。 例如，当客户提供利率、首付金额、信用评分等相关详细信息后，生成式 ＡＩ 可快速准确地提供其可

负担的抵押贷款，甚至根据客户的消费习惯、财务目标及生活方式推荐信用卡，以这种方式交叉销售其

他金融商品。 如中国工商银行试点 ＲＰＡ 技术赋能智能营销⑥；腾讯云推出腾讯金融智能营销平台；兴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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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ｎｋ ｏｆ Ｅｎｇｌａｎｄ， “ ＤＰ５ ／ ２２ –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英格兰银行官方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ａｎｋｏｆｅｎｇｌａｎｄ． ｃｏ． ｕｋ ／ ｐｒｕｄｅｎｔｉａｌ －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２０２２ ／ ｏｃｔｏｂｅｒ ／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１ 日访问。
叶军、卢宗亚、郦丽娟：《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探讨》，《金融纵横》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０ 期。
Ｙａｎｑｉｎｇ Ｄｕａｎ， Ｊｏｈｎ Ｓ． Ｅｄｗａｒｄｓ， Ｙｏｇｅｓｈ Ｋ． Ｄｗｉｖｅｄｉ，“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Ｂｉｇ Ｄａｔａ—ｅ⁃
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ｇｅｎｄ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４８， ２０１９．
冯子轩：《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的伦理立场与治理之道：以 ＣｈａｔＧＰＴ 为例》，《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
张欣：《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法治理挑战与治理型监管》，《现代法学》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
２０２１ 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工商银行在部分分行试点以 ＲＰＡ 技术赋能智能营销试点，推出手机银行客户旅程运营机

器人、重点客群数字化运营机器人等，在大零售领域探索 ＲＰＡ 技术的营销创新，推动手机银行客户自动化旅程营销，
并协同客户经理、叫号机等多种渠道，实现对低效代发工资客户、信用卡活跃客户等重点客群的自动化运营。



银行智能语音客服上线多年，识别率超 ９０％ ；彭博社推出语言大模型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 ＧＰＴ；恒生电子发布金融

大模型 Ｌｉｇｈｔ ＧＰＴ 及多项应用产品。
２． 智能投顾

传统投资交易（如股票交易）大多依靠投资者、分析师的自身经验与判断，较容易受情绪与主观影

响，很难做到客观、果断地操作。 智能投顾是利用文本与数据挖掘、文档摘要分析各大财经网站、舆论的

文字资料，找出其中的联系，并通过机器学习将数据输入计算机自动分析，找出潜在的规则，再据以建立

智能投资工具或自动化操作模型，以分析价格涨跌幅程度、预测价格、分析有潜力的金融投资组合，为投资

者提供个性化、智能化的投资建议和投资组合管理服务的金融服务模式①。 近期有研究认为，将 ＣｈａｔＧＰＴ
融合在投资模型中，可以预测股市走势、投资回报率等，效果远远超过对冲基金使用的传统股市情绪分析

模型。 生成式 ＡＩ 可以通过分析投资者的风险偏好、财务目标和市场情况等信息，生成适合投资者需求的

投资组合，并识别潜在风险与金融风险，提供早期预警信号，并根据市场波动实时调整投资策略。
生成式 ＡＩ 在智能投顾领域的应用日益丰富②。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Ｏｐｅｎ ＡＩ 公司推出的 ＧＰＴ － ４ Ｐｌｕｇｉｎｓ

插件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Ｐｉｌｏｔ 是一款基于 ＣｈａｔＧＰＴ 的人工智能投资软件，用户可以将自己的投资组合复制粘贴到

该工具中进行分析，搜索市场信息，获得投资建议，并向它提问。 另一款插件 ＡＩＴｉｃｋｅｒＣｈａｔ 是一款创新

的聊天机器人插件，旨在通过利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ＳＥＣ）的文件和收益电话记录，帮助用户搜索与

股票市场相关的信息。 ＡＩＴｉｃｋｅｒＣｈａｔ 为投资者、分析师和金融专业人士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参考建议。
总之，在智能投顾领域，生成式 ＡＩ 可以帮助客户更快地处理信息，并就资产服务做出决策，可实现智能

化的资产配置与主动式的投资组合管理。
３． 客户身份识别

当下，基于人脸识别的互联网在线识别和认证模式，覆盖了不同行业和领域，属于主要的个人身份

认证模式。 金融机构利用生物辨识（Ｂｉｏｍｅｔｒｉｃ）等技术，以声音、言语、脸型、指纹、静脉、虹膜等生物特

征，作为对使用者进行金融交易、投资交易前身份认证的主要方式。 通过生物辨识技术装置如手机、平
板及计算机等进行辨识感应，客户可直接进行线上开户、在线交易，无需再到实体机构进行申请及身份

确认等操作，可大幅降低验证时间与开户等成本。 生成式 ＡＩ 视频技术通过文本创建视频的功能，能够

实现如金融系统“人脸 ＋指令 ＋行为”的视频识别 ／认证流程，也能覆盖大部分的人脸识别模式。 例如，
新希望金融科技公司推出的“天镜 ＡＩ 视频面签解决方案”将传统视频面签的基础功能与数字人、ＡＩ 反
欺诈、远程银行等能力无缝结合，通过 ＡＩ 技术大幅提高视频面签的风控能力和服务半径，在客户身份认

证、贷款调查及存证、信贷风险防控、中介风险识别、交易真实性确认、信用卡面签审核、远程智能客服等

场景都有成熟的应用效果。
４． 信用评级

信用评级（或称信用评分、信用评价）主要针对受评对象进行信用、贷款违约风险大小评估，以往多

由某些专门的信用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机构针对受评对象的金融状况、历史资料进行调查、分析，从而根

据受评对象的金融信用状况得出整体信用报告。 传统的违约概率模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逻辑回归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该模型相对容易理解，数十年来亦一直是市场最佳实践，但是面对当前大量高频

金融数据，传统模型预测金融市场潜在机遇与风险的能力大幅减弱。 同时，传统的金融市场预警模型通

常基于大量未经实证的指标，严重依赖专家主观判断，ＡＩ 则擅长使用大量的高速数据来进行信用违约

预警。 凭借超强的计算能力，ＡＩ 算法能通过不同来源的数据指标提高预警信号的准确性，自然语言处

理技术（ＮＬＰ）的出现也使分析文本信息变得可能。 从社交媒体帖子到传统报刊的财经新闻，只要是书

面媒体，ＮＬＰ 都可以将其用于信用分析中，取代以往需由人工执行的繁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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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海燕、吴长凤：《智能投顾的发展现状及监管建议》，《证券市场导报》 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２ 期。
世界著名的咨询公司德勤在其发布的研究报告《金融 ＡＩ 赋能传统金融机构的应用与展望》中把智能投顾定义为：利
用人工智能技术，为投资者提供个性化的、智能化的投资建议和投资组合管理服务的金融服务模式。



　 　 ５． 财务分析与预测

通过学习历史金融数据，生成式 ＡＩ 应用可捕捉数据中的复杂模式和关系，对未来趋势、资产价格及

经济指标进行预测分析。 模型若经适当微调，甚至可通过模拟市场状况、总体经济因素及其他变量来生

成不同场景，从而为投资者提供有价值的投资机遇。 此外，通过利用对人类语言模式的理解及产生连贯

的、上下文相关的回应的能力，生成式 ＡＩ 可以为投资者面临的财务问题提供较为详细的投资建议。 这

些模型可以在大型金融数据平台上进行训练，并借助数据分析与计算回答以下问题：会计原则、财务比

率、库存分析、监管合规性。 生成式 ＡＩ 的另一金融应用为优化投资组合。 通过分析历史财务数据并产

生不同投资场景，生成式 ＡＩ 模型可以帮助资产管理者及投资者确定最佳的资产与财富管理方案，同时

考虑风险承受能力、预期报酬等因素，金融专业人士能够调整投资策略，优化风险调整后的报酬，就投资

组合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简而言之，生成式 ＡＩ 可以回顾过去，帮助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对未来投资做出

更好的财务决策，并创建综合数据以对风险出现进行稳健分析。

二、生成式 ＡＩ 在金融领域应用的潜在风险与挑战

强调简便可用且具有创作能力的生成式 ＡＩ，虽然看似为社会经济活动带来突破式的数字化转型契

机，但在实际应用上却也存在不少隐忧。 从广义范围来看，生成式 ＡＩ 的风险与挑战，大致可以分为以下

两大类型：一是恶意使用造成的危害，例如创建未经同意的色情内容，或是自动扩散仇恨言论、产生骚扰

与虚假讯息，以及利用其生成内容进行诈骗等行为；二是商业使用造成的危害，采用既有生成式 ＡＩ 的公

司可能无法充分理解 ＡＩ 系统的底层逻辑，进而会产生错误和意外行为，甚至将错误的结果提供给顾客

（例如提供错误的法律适用信息），让顾客处于相当高的误判风险之中①。 金融稳定理事会（ＦＳＢ）分析

金融机构应用 ＡＩ 的风险，主要包括黑箱决策风险、隐私外泄风险、算法歧视行为、市场关联性及脆弱性

提高、生成内容机器幻觉造成的可靠性风险等②。
１． 黑箱决策风险

模型的可解释性对于金融监管机构来说至关重要。 机器学习在提升模型准确性的同时，通常亦会

令大模型变得难以解释③。 机器学习之所以往往被称为“黑匣子”，主要原因在于很难以直观的方式解

释其模型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关系④。 正因如此，业内人士和监管机构经常质疑机器学习方法。 在投入

大量时间和资源训练 ＡＩ 算法之后，模型结果仍然可能难以解释，甚至导致决策失误。 如果模型没有适

当、合理的解释，使用 ＡＩ 模型可能会带来比以往更大的模型风险。 具体到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

的应用，同样缺乏透明度和可解释性，加之金融系统的内生风险，在大模型应用的外生风险影响下可能

会放大为系统性金融风险⑤。 有鉴于此，近年来，不同行业加大协同合作的力度，旨在克服机器学习的

潜在不足和不透明性等突出问题，助推机器学习模型的推广与应用。
２． 隐私外泄风险

金融应用场景的隐私风险，顾名思义来自于对客户信息的保护不周或不当使用，进而造成对客户隐

私或权利的侵害⑥。 相关的风险等级类型，根据其影响程度而有所不同。 首先是客户提交的资料遭机

构不当应用，这部分最常出现在同集团体系的交叉销售，或是与商业伙伴进行产品或服务的共同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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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其次是信息外泄问题，金融机构因业务需要，搜集消费者诸多隐私信息，因信息保护或信息安全机

制不完善，导致遭到黑客侵入而发生信息流出①②。 与人工智能应用关联度最高的则是隐私信息的不当

应用，导致顾客在取得金融服务时，遭到过度推销或不公平待遇，比如顾客因多次延迟缴纳贷款或信用

卡采用最低还款时，便持续收到小贷公司或其他非原机构的借款业务推销；或可能有顾客购买保险时，
机构通过不当取得的医疗记录或其他隐私信息，而拒绝提供服务。

３． 算法歧视风险

人工智能应用的算法歧视风险，其成因来自训练数据选择的偏狭、缺漏，导致所建构的算法模型有

偏见、歧视的问题，因而造成消费者在信用评分、贷款审批或利率设定方面遭到不公平对待③。 生成式

ＡＩ 自我学习的过程中，大量参考过去的数据后归纳分析以做出决策，但过去的数据都是人类做出来的，
本就带有人类的偏见在其中，ＡＩ 可能归纳分析出了以往人类都没有意识到的偏见，并以此做出决策，再
以此有偏见的决策作为下次决策的参考资料，循环不断地放大偏见。 国内外研究成果显示，当金融从业

者不当应用部分特定数据，诸如种族、宗教、性别等进行信用评分，加上目前人工智能算法不透明的问

题，就可能产生金融应用场景的算法歧视④。 当生成式人工智能基于历史数据进行信贷决策时，若这些

数据反映了现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偏见，那么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会复制，甚至加剧这些偏见。 这不仅可

能导致对特定群体的不公正待遇，如高风险评级或拒绝服务，还可能加深现有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
４． 市场关联性及脆弱性上升风险

金融科技不断发展以及信息网络的普及与应用，让全球金融交易市场呈现出高度的全球化、自动化

与实时性等基本特征。 毋庸讳言，算法交易是交易市场自动化的典型代表，在以往人工智能技术仍难以

商业化的时期，算法交易主要基于规则进行，其策略执行过程尚可推测与掌握。 首先，随着近年深

度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突飞猛进，金融机构越来越难以了解其交易生成策略，再加上训练应用的

资料可能造成模型趋同问题，在不少金融机构依赖相同资料来源及算法进行金融交易决策时，无
疑将提高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间的关联性，以及金融机构若同时执行高频且大量的交易，将提高

市场波动度及脆弱性，进而影响金融市场稳定与发展。 其次，当众多金融市场从业者在信用评分

或交易活动等领域使用 ＡＩ 技术进行评估与交易时，一旦市场出现压力，可能因羊群效应而扩大冲

击程度，比如同时出现有价证券或资产减损，相关风险可能进一步影响金融稳定⑤。 最后，若金融

机构应用 ＡＩ 于资本管理以降低资本计提，将使金融机构资本缓冲减少，应用 ＡＩ 提高脆弱度将导

致流动性缓冲降低、杠杆率提高及期限转换加速。
５． 可靠性风险

人工智能幻觉（ＡＩ Ｈａｌｌｕｃｉｎａｔｉｏｎ）是指模型生成的不正确或具有误导性的结果。 有关模型有可能不

理解数据之间的真实关系，导致得出看似真实，但实际上不正确、不完整或缺乏重要信息或与语境相关

的结果⑥。 因此，金融机构应提供足够的人为监督，包括人机循环（ ｐｕｔ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ｏｐ）方法，确保

数据的合规与准确以及人工智能得以正确使用，否则可能导致糟糕的财务决策。 根据经验，不应让生成

式 ＡＩ 在贷款批准与其他影响客户的重要决策中拥有最终决定权，应加入人类参与，针对投资开发与引

进此应用对金融机构造成的可能冲击进行伦理审查。 金融机构需要审慎使用人工智能及对人工智能系

—４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廖高可、李庭辉：《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应用研究进展》，《经济学动态》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
Ｙ． Ｌ． Ｌｉｕ， Ｗ． Ｙａｎ， Ｂ． Ｈｕ，“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Ｆａｃｉａｌ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ｃｙ －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ａｃ⁃
ｔｏｒｓ”，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Ｐｏｌｉｃｙ，４５（５），２０２１．
姜利、张景胜：《人工智能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影响及展望》，《黑龙江金融》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０ 期。
Ｌ． Ｃａｏ， Ｑ． Ｙａｎｇ， Ｐ． Ｓ． Ｙｕ，“Ｄａｔ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Ｉ ｉｎ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ａｔ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１２，２０２１．
于品显：《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界定及传播机制》 ，《南方金融》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
Ｂｕｃｋｌｅｙ， Ｒｏｓｓ Ｐ． ， Ｄｉｒｋ Ａ． Ｚｅｔｚｓｃ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Ｐｕ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ｏｐ”，Ｓｙｄ⁃
ｎｅｙ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４３（１），２０２１．



统进行持续监管，在开发生成式 ＡＩ 相关应用时，应当在数据清理、产品参数设定、整合应用等方面，施予

严格的评估、验证及纠正措施，并在上线前进行使用者测试，以解决人工智能幻觉问题。

三、生成式 ＡＩ 在金融领域应用的国际监管进展

目前，不少国家及国际组织认识到，生成式 ＡＩ 在金融领域应用时往往存在潜在风险与挑战，因此，
如何适度监管以维护消费者权益及金融稳定备受国际组织及各国金融监管机关的重视。 ２０１９ 年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率先提出《ＡＩ 原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①，列出“包容性成长、
可持续发展与福祉”“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与公平”“透明度与可解释性”“稳健性与安全性”“问责性”等
五项重要原则，并被 Ｇ２０ 沿用。 其后，国际金融组织陆续发布金融机构应用 ＡＩ 监管建议，欧盟已通过

《人工智能法》，主要国家亦参考国际组织建议陆续提出 ＡＩ 的监管原则或指南。
１． 国际金融组织提出金融机构应用 ＡＩ 的原则或建议

金融稳定委员会（ＦＳＢ）于 ２０１７ 年发布《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在金融服务业的应用———市场发展与

对金融稳定的影响》 ②，说明 ＡＩ 与机器学习可协助金融机构更有效率地处理信息，亦可通过规制科技

（ＲｅｇＴｅｃｈ）及监管科技（ＳｕｐＴｅｃｈ）确保金融机构的守法性并增强监管效能。 同时，ＦＳＢ 也提示了相关风

险。 国际清算银行（ＢＩＳ）旗下的金融稳定学院（ＦＳＩ）于 ２０２１ 年发布《人类控制 ＡＩ———对金融业新兴的

监管期待》③一文，希望金融监管机构按照透明度、可信赖性与稳健性、问责、公平与伦理等 ４ 个原则制

定相关监管措施，同时亦希望在推出政策措施时，依照比例原则来处理可能的挑战。
国际证券管理机构组织（ＩＯＳＣＯ）于 ２０２１ 年发布《市场中介机构及资产管理机构应用 ＡＩ 及机器学

习指南》④，提出 ６ 项金融监管机关可以采取的措施，建议金融机构做好以下工作：（１）有适当的治理、控
制与监督架构；（２）对 ＡＩ 与机器学习的发展、测试、使用及表现持续监测；（３）人员需有足够知识技能及

经验，以实施、监督及挑战 ＡＩ 与机器学习产出的结果；（４）了解本身对提供 ＡＩ 与机器学习服务的第三

方机构的依赖性，并建立良好管理与监督机制；（５）对投资人、主管机关及相关利害关系人提供妥适的

透明度与信息披露；（６）有适当的控制机制，以确保数据及 ＡＩ 与机器学习的表现能将偏见最小化。
美国⑤、新加坡⑥、韩国⑦等国金融监管机构针对金融业应用 ＡＩ，亦提出相关指引及原则，重点多集

中在公平与道德、透明、问责、消费者权益与隐私权保护、安全与稳健等。
２． 欧盟确立以风险为基础的监管制度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欧盟委员会提出了《人工智能法案》（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ｃｔ，简称 ＡＩＡ）草案，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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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ＥＣＤ，“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官网，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ｅｎ ／ ｔｏｐｉｃｓ ／ ａｉ － ｐｒｉｎｃｉ⁃
ｐｌｅｓ． ｈｔｍｌ，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１ 日访问。
ＦＳＢ，“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Ｍａｒｋｅ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ｍ⁃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金融稳定理事会（ＦＳＢ）官网，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ｓｂ． ｏｒｇ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Ｐ０１１１１７． ｐｄｆ，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１ 日访

问。
ＢＩＳ，“ＨｕｍａｎＫｅｅｐｉｎｇ ＡＩ ｉｎ Ｃｈｅｃｋ—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国际清算银行官网，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ｉｓ． ｏｒｇ ／ ｆｓｉ ／ ｐｕｂｌ ／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３５． ｐｄｆ，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１ 日访问。
ＩＯＳＣＯ，“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ｙ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国际证券

监管理事会官网，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ｏｓｃｏ． ｏｒｇ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ｐｕｂｄｏｃｓ ／ ｐｄｆ ／ ＩＯＳＣＯＰＤ６８４． ｐｄｆ，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１ 日访问。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 （ＮＡＩＣ），“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Ｉ）”，美国保险监管官协

会官网， 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ｎａｉｃ．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ｉｎｌｉｎｅｆｉｌｅｓ ／ ＡＩ％ ２０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２０ａｓ％ ２０Ａｄｏｐｔｅｄ％ ２０ｂｙ％ ２０ｔｈｅ％
２０ＴＦ＿０８０７． ｐｄｆ，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１ 日访问。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ＦＥ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ｉｎ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新加坡金融监管局官网，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ａｓ． ｇｏｖ． ｓｇ ／ － ／ ｍｅｄｉａ ／ ｍａｓ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 ｎｅｗｓ＿ｒｏｏｍ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２０１８ ／ ａｎｎｅｘ － ａｓｕｍｍａｒｙ － ｏｆ － ｔｈｅ － ｆｅａｔ －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ｐｄｆ，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１ 日访问。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ＳＣ Ｌａｕｎｃｈｅ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ｔｏ Ｄｒａｗ Ｕｐ Ｐｌａｎｓ ｆｏｒ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ＡＩ 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金
融服务委员会官网，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ｓｃ． ｇｏ． ｋｒ ／ ｅｎｇ ／ ｐｒ０１０１０１ ／ ７６２０９，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１ 日访问。



是全球第一个针对人工智能科技应用所衍生的可能风险而制定的管理规则，其目的在于确保投入欧盟

市场使用的人工智能科技应用都是安全的，且符合欧盟的基本权利及其价值观，并促进人工智能生态系

统的发展，以奠基欧盟在数字时代的竞争优势。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法案正式生效。 欧盟意图通过《人工智能

法案》建立人工智能监管全球标准，进而使欧洲在国际人工智能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①。
《人工智能法案》采用了以风险为基础的分级监管方法（ｒｉｓｋ － ｂａｓ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根据对健康、安全和

自然人基本权利的影响，将 ＡＩ 系统应用产生的潜在风险区分为 ４ 个级别，具体设定 ＡＩ 系统所应受到的

监管强度，对于违反的企业将被处以 ３ ５００ 万欧元或全球年营收 ７％ 的罚款（以金额较高者为准）②。
（１）不可接受的风险等级：明确规定禁止通过 ＡＩ 系统从事特定活动，例如使用敏感特征（政治、宗教信

仰、性倾向、种族）的生物识别分类系统，依据社会行为或个人特征进行社会评分，以及通过网络或监视

器搜集不特定对象的脸部画面，以建立或扩充脸部辨识数据库等；（２）高风险等级：用于生物辨识、关键

基础设施管理、教育与职业训练及执法等行为，允许相关主体在履行事前评估等义务后投放市场或使

用，同时要求事中、事后持续监测；（３）有限风险等级：如聊天机器人、 ＡＩ 换脸、ＧｅｎＡＩ 及深度伪造等，无
须取得特殊牌照、认证或履行报告、记录等义务，但应遵循透明度原则，允许适当可追溯性和可解释性；
（４）低风险或最低风险，相应主体可依据自由意志部署和使用。 具体到生成式人工智能而言，由于其没

有特定目的并且可应用于不同场景，故不能基于一般方式或操作模式对其进行风险分级，而应当按照开

发或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预期目的和具体应用领域设定监管规范。
３． 英国对人工智能应用于金融领域的监管方向

近几年，英国金融行为监管总署（ＦＣＡ）意识到人工智能以及数据分析技术应用对于金融领域的影

响，并且开展了相关研究，期望能够协助消费者在技术创新中获益，同时也讨论如何将这些创新技术应

用于金融监管。 英格兰银行（ＢｏＥ）和 ＦＣＡ 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共同发布的报告《机器学习在英国金融服务

上的应用》强调，ＡＩ 发展可从根本上改变企业提供及消费者使用金融服务的方式③。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英
格兰银行与金融行为监管总署公布成立“金融服务人工智能公私论坛”，该论坛的目的主要是促进公私

部门对话，进一步了解人工智能在金融服务中的使用与影响，协助制定金融业采用 ＡＩ 或机器学习的工

具、准则、规范或产业最佳实务等。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英国新设的科学创新与技术部公布了一份政策白皮

书———《支持创新的人工智能监管方法》，目的是为监管 ＡＩ 提出新方法，建立大众对 ＡＩ 科技的信任，并
使企业在有法可依的情况下更容易进行相关创新发展。

总体来说，英国对于金融科技的兴起主要持“等待与观望”的态度，监管机构采取“等待”的态度，并
通过“观望”新兴技术在金融领域应用找到最需要进行监管的问题与顺序。

四、生成式 ＡＩ 在中国金融领域应用的监管建议

１． 转变监管认知理念

在认知理念上，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都应充分重视生成式 ＡＩ 的安全问题。 从宏观方面看，人
工智能模型与算法的韧性不足，存在易受攻击的缺陷。 因此，用于人工智能训练与应用的资料与数据，
若缺乏治理将难以达到可信赖人工智能所需的算法稳健安全性、隐私保护、可解释性、公平性与安全

性④。 目前，全球人工智能法规在这方面都有规定，我国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对进入意

识形态领域的模型已要求进行事先风险评估。 国外有的大型银行已将 ＡＩ 模型风险纳入整体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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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凡：《人工智能监管的路径选择———欧盟〈人工智能法〉的范式、争议及影响》，《欧洲研究》２０２４ 年第 ３ 期。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Ｒ． Ｇａｓｋ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Ｖａｎｄｅｒｂｉｌ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
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６（１），２０２３．
Ｒｏｓｓ Ｐ． Ｂｕｃｋｌｅｙ， Ｄｉｒｋ Ａ． Ｚｅｔｚｓｃｈｅ，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Ｗ． Ａｒｎｅｒ， ｅｔ ａｌ． ，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Ｐｕ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ｏｐ”， Ｓｙｄｎｅｙ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４３，２０２１．
美国政府发布的《安全与可信赖人工智能行政命令第 １４１００ 号》（Ｓａｆｅｔｙ ， Ｓｅｃ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ｒｕｓｔｗｏｒｔｈｙ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Ｏｄｅｒ）与欧盟所公布的《人工智能法案》，这两部国际最重要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法规，均对上述问题有所

着墨。



框架，并成立了 ＡＩ 模型管理委员会，建立了专门的管理平台、流程和规范。 我国金融机构也应对 ＡＩ 大
模型相关风险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对模型数据参数进行定期评估和交叉验证，并使用压力测试，在各种

情景下进行模拟校验，及时披露模型决策机理、运行逻辑和潜在风险，防范算法歧视，提升算法的可解释

性、透明性与公平性。 从微观方面看，需要保护人工智能系统的生命周期内资产的保密性、完整性、可用

性免受攻击及可追溯性。 此部分之应用包含使用人工智能用以支援传统网络安全威胁分析与防御技

术，或利用人工智能作为工具 ／手段建立先进的网络安全方法（例如使用生成式 ＡＩ 开发更有效的安全代

码或控制手段），并促进执法机构与其他公共当局更有效地因应网络犯罪。
２． 完善监管体制机制建设

制度设计上，监管部门应主导 ＡＩ 发展及相关因应政策的顶层设计。 一是培育具有生成式 ＡＩ 技术

以及金融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 生成式 ＡＩ 技术是一种跨领域的技术，应用层面广泛，然而，具有生成

式 ＡＩ 技术的人才往往没有受过金融相关专业的教育，又或者以金融为背景的人通常不具有相关技术，
因此，面对生成式 ＡＩ 技术的浪潮冲击，监管部门需要拟定计划，培育具有技术和金融专业知识的复合型

人才。 同时，应加强公众在生成式 ＡＩ 技术方面的风险防范意识和风险识别水平，保障其自身权益。 二

是监管部门需考量 ＡＩ 发展对社会隐私权及道德所造成的影响，同时评估对社会旧有文化的冲击，并视

整体发展拟定对应政策因应、隐私监管、数据治理及制定道德准则；必要时亦须纳入适当的监管及风控，
以达到 ＡＩ 发展与维护产业经营、 经济发展及社会秩序均衡局面。 对此，监管部门应推动制定生成式 ＡＩ
技术的政策法规，加强生成式 ＡＩ 技术相关的法律及道德约束。 结合《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

法》《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等 ＡＩ 安全相关规定，不断细化健全包含道德伦理、人身安全、
个人隐私保护、算法、知识产权等多方面的生成式 ＡＩ 技术、应用及服务的安全规范、规定及细则。

３． 有序推进监管立法

在立法制定上，可以借鉴欧盟以 ＡＩ 风险管理为核心的监管立法模式。 ＡＩ 系统具有复杂性、不透明

性、不可预测性、自主性，涉及复杂且专业的领域，无论是政府机构进行监管或是企业合规都会产生相当

大的成本①，如何在兼顾 ＡＩ 产业创新发展，与国家安全、社会安全的前提下，制定相关法律或监管措施

具有相当难度。 欧盟及美国对于 ＡＩ 监管模式均以风险管理为核心，有一定参考价值。 欧盟《人工智能

法案》采用风险分级方式，针对不同风险的 ＡＩ 系统赋予不同程度义务，一定程度上可以平衡 ＡＩ 产业发

展与风险治理之间的平衡。 本文建议，我国立法机构可以考虑从 ＡＩ 设计、研发、部署及应用各阶段，参
考境外法律制度评估 ＡＩ 系统应用或输出结果对个人或群体可能造成的风险，规划预先采取风险管理措

施，并授权相关机关制定风险辨识与管理标准，为 ＡＩ 技术日后发展保留监管弹性。 唯应注意的是，《人
工智能法案》法律框架虽然旨在确保 ＡＩ 应用的公共安全性，提高使用者的信赖及研发者或供应商的可

靠性，但亦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法案》各个风险级别的区分标准未必明确，且由于 ＡＩ 系统应用伴随而

生的风险大抵处于持续且快速变动状态，《人工智能法案》对此似亦欠缺合适的风险调整机制②。 我国

在借鉴欧盟立法时应做出相应调整。
生成式 ＡＩ 已在金融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使金融机构获得更强大的技术能力，推动了金融业的快速

转型升级。 然而，生成式 ＡＩ 技术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我们不能不重视其应用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例
如 ＡＩ 在决策中的偏见、ＡＩ 幻觉以及个人隐私的侵犯等问题。 为确保 ＡＩ 的应用符合社会和法律规范，
减少潜在的风险与负面影响，并为社会带来最大利益，各国政府在促进 ＡＩ 发展的同时，也愈发重视 ＡＩ
的治理及监管议题。 对我国金融机构而言，要发挥生成式 ＡＩ 的价值，最大的挑战是在创新、安全与合法

之间寻找平衡，其中关键的是确保训练数据的安全性以及生成信息的准确性。 同时，社会各界也需高度

重视算法的公平性与解释性，建立健全的规范框架，以防止算法滥用，真正造福金融行业与全社会。
（责任编辑、校对：臧莉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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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沃尔夫冈·多伊普勒：《〈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背景、主要内容与评价———兼论该法案对劳动法的影响》，《环球法律

评论》２０２４ 年第 ３ 期。
皮勇：《欧盟〈人工智能法〉中的风险防控机制及对我国的镜鉴》，《比较法研究》２０２４ 年第 ４ 期。



为外贸中小微企业开发用于支付进口产品和进口关税的灵活金融产品和服务。 与此同时，要更加主动

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促消费作用，持续推动消费升级从而带动进口增长。 例如，应持续优化居民跨境消

费和移动支付的便捷性和安全性，在满足居民多样化、个性化、高级化消费需求的同时，也要注意完善农

村及偏远地区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释放农村及偏远地区的消费活力。

（责任编辑、校对：臧莉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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