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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模型介入证券投顾： 
 

话术合规挑战待解  千人千面服务能否开启 
 

本报记者  陈植 
 

    大模型技术正悄然改变证券投顾业态。 

    记者获悉，目前多家券商正在研发基于大模型技术的证券投顾产品。与此同时，第三方在线

投资决策解决方案提供商也纷纷抢占先机，推出基于大模型技术的证券投资数字人产品。 

    一位券商人士向记者透露，这背后，是传统证券投顾服务已无法满足广大股票投资者的需求。

数据显示，70%的个人投资者每天至少花费逾 30分钟用于阅读财经资讯，逾 50%个人投资者还要

额外花费逾 30 分钟观看财经短视频，每天花费逾 3 个小时获取各类财经信息的人数则占股民群

体总数的 10%。 

    与此形成反差的是，随着上市公司数量越来越多，上市公司研报与市场分析观点越来越丰富，

这些股民日益感到“时间不够用”，所以券商计划研发基于大模型技术的证券投顾产品，通过 AI

自动生成内容，快速精准全面地解决股民获取上市公司各类信息需求。 

    但记者多方了解到，要做好这项工作，绝非易事——如何精准全面地回答股民“千差万别”

的提问，就是一大挑战。 

    九方智投副总兼产品技术负责人张福明向记者透露，要解决这项挑战，需要大模型融合知识

图谱、事理图谱、分析师观点、上市公司财报研报等众多信息，通过反复预训练进行“信息弥合”，

才能快速给股民“答疑解惑”。 

    “这背后，是基于大模型技术的证券投顾产品还需要强大算力，以及其他大模型技术的助

力。”他直言。 

    记者获悉，基于大模型技术的证券投顾产品还面临一大挑战，就是 AI生成内容能否做到“合

规”——不存在承诺收益率、夸大股票投资收益前景等误导投资者的话术。 

    这令不少券商颇感头疼，因为他们发现 AI生成内容未必“受控”，一旦出现上述误导投资者

内容，则很可能面临监管部门问责。 

    张福明直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决定从输入、输出两个关键环节做起，无论是输入端

——领域大模型的训练语料信息，还是输出端——大模型的生成内容均须通过 AI 合规能力矩阵

的模型服务检测，保证大模型输出内容的合规性。 

    “如果在源头输入与信息输出两端均实现内容合规，即在输入高质量数据集与输出合法合规

内容的双重保障下，提供给投资者的 AI生成内容可保持在安全合规边界内。”他直言。但为了确

保万无一失，他们仍需不断加快大模型迭代速度，及时杜绝各个隐患出现。 

    证券投顾大模型的诸多挑战 

    记者多方了解到，要让大模型技术成功应用在证券投顾场景，绝非易事。 

    目前，部分券商为了加快相关产品研发，采取“套壳方式”，即在通用大模型基础上加入某

些指令微调，从而研发大模型证券投顾产品。 

    但是，这类产品往往会出现“答非所问”状况。比如当投资者问起“我的某只股票为何今天

没有跟随指数上涨”，“目前我投资的某只股票所属行业发展趋势与上下游业绩状况如何”等相对

复杂问题时，通用大模型未必能给出针对性的答案。 

    在张福明看来，用于证券投顾的大模型技术，需要自研，才能在感知能力、思维决策、内容



 

第 2页 共 3页 

输出能力等方面呈现专业性、严谨性与准确性。 

    “事实上，证券投顾的大模型技术底层语料信息相当复杂，包括知识图谱（产业链上中下游

全貌）、事理图谱（事件脉络及影响关系等投资逻辑）、分析师观点与上市公司财报研报等。这都

需要专业金融机构长期积累。”他告诉记者。此外，专业金融机构还需了解投资者经常提出的问

题，以及这些问题所需的解答方向，才能对这些底层语料信息进行有针对性的反复预训练，达到

精准答复的效果。 

    他直言，为了自研九章证券领域大模型，将积累 10多年的宏观数据、行情数据、资讯数据、

公告数据等行业通用知识库以及深度研报、特色指标、政策解读、市场分析、热点题材、课程教

学、首席诊股、公告掘金等特色知识库融合，完成大模型证券行业知识增强训练，确保大模型具

备证券领域的语言理解、文本生成、对话问答、逻辑推理等能力。 

    “未来，我们计划将上市公司更多财报研报融入大模型训练范畴，进一步丰富 AI生成内容，

解答投资者更多疑问。”张福明向记者指出。 

    在业内人士看来，尽管通过一段时间的预训练，证券领域大模型开始具备诸多能力，但在实

际操作环节，AI生成内容能否做到“万无一失”的合规，仍是一大挑战。 

    毕竟，不同投资者对证券领域大模型的“内容解答需求”截然不同，对“金融小白”而言，

他主要通过大模型快速获取各类金融信息，加深对上市公司的了解；对“职业股民”而言，他更

希望大模型能提供大盘分析、挖掘板块、热点追踪等服务；对专业投资人而言，他还希望大模型

能提供策略生成、个股诊断、事件推理、情绪陪伴等服务体验，但面对不同投资者的差异化需求，

证券领域大模型的每次“AI生成解答”能否都做到合规（不存在任何承诺收益或夸大股票投资收

益等误导话术），挑战不小。 

    记者了解到，部分券商对此尝试多个大模型底层技术，但效果甚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

当新语料内容加入大模型预训练后，AI生成内容时常会出现一些“误导投资者”的措辞。 

    张福明对此指出，要解决这个问题，专业金融机构需要从源头输入与信息输出两端做好合规

监测。在此双重保障下，提供给投资者的 AI 生成内容就能够保持在安全合规边界内。此外，专

业金融机构还需对大模型不断迭代升级，持续建立完善、有效的合规审核过滤机制，确保大模型

技术能始终给出合规的“解答”。 

    在他看来，要做好这项工作，自研大模型是不可或缺的。即便它需要专业金融机构的长期投

入。 

    千人千面投顾服务时代来临？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大模型技术开始应用在证券投顾场景，业界普遍认为“千人千面”投顾

服务时代或悄然渐行渐近。 

    上述券商人士向记者透露，大模型技术正令“千人千面”证券投顾服务颇具可行性。只要大

模型能正确识别每个投资者的差异化信息需求、信息表达风格偏好等，就能做到因人而异的投顾

服务。 

    但他直言，要做好这项工作，还需解决一大挑战，就是如何让大模型能准确识别每个投资者

的差异化信息需求与信息表达风格偏好等。这背后，是大模型投顾产品研发者需做好两件事，一

是向大模型输入不同投资者的性格特点、问答偏好等信息，以便大模型更准确地“了解”投资者

不同特征；二是在大模型预训练环节，能针对不同投资者性格与问答偏好，对同一个内容话题进

行差异化“训练”，从而产生不同表达风格的话术。 

    “这需要大模型做大量的内容拟人化训练。”张福明告诉记者。九章证券领域大模型与科大

讯飞星火认知大模型开展合作，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提振 AI 生成内容的“拟人化”能力，可以让

它适应不同投资者的问答偏好。 

    他透露，通过调研发现，不少投资者不喜欢四平八稳的解答，有些偏好语调活泼一些，有些

则希望语气亲和力强，也有投资者更强调通俗简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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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张福明看来，当证券投顾大模型能充分实现 AI生成内容“拟人化”，千人千面证券投顾服

务的基础将更加牢固。 

    “我们还与科大讯飞星火认知大模型还在开展一系列新合作，在投顾场景及时准确地解答投

资者其他非相关问题，提供有温度、人性化、多场景的产品服务体验。”他向记者表示。如此证

券投顾大模型或许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千人千面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