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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 

 

银行试水生成式 AI  数据合规治理迎考 
 

本报记者  郝亚娟  张荣旺 
 

    自 ChatGPT问世以来，银行纷纷加大生成式人工智能（以下简称“生成式 AI”）的布局，并

将其视为转型的突破口。 

    近日，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银行业生成式 AI应用报告(2023)》（以下简称《报告》）指出，

生成式 AI将为银行业带来巨大变革。目前，银行业具备由点及面推进生成式 AI应用的三大条件，

即扎实的数字化基础、完备的技术能力和多元丰富的数据。 

    值得一提的是，自今年 8 月 15 日起，《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施行，对于加强银行业使用生成式 AI的监管起到重要作用。 

    分析人士指出，金融业作为数据密集型行业，数据安全保护将直接关系到投资者的个人隐私

和财产安全。因此，银行在积极应用生成式 AI的过程中，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数据质量控制、

应用合规将成为银行必须解决的课题。 

    贯穿银行前中后台 

    超个性化内容、更具吸引力的客户体验、更好的洞察力⋯⋯目前，已有多家银行将生成式

AI应用到智能投研、智能理财场景中。 

    《报告》指出，生成式 AI在银行业的应用场景可贯穿前中后台各个环节，包括市场和销售、

渠道和运营、产品开发、投顾服务、客户服务以及风险合规等方面。银行的每条业务线、每个职

能，都有可能找到生成式 AI的应用场景。 

    《报告》显示，生成式 AI 在银行业的应用，从价值创造逻辑上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替代人

工。生成式 AI可以开展大量重复性较高、简单基础的任务，如处理文本的要素提取、处理进件、

识别异常项、生成基础数据分析、生成标准化内容等，从而释放运营类人力资源，实现降本增效。

二是赋能人工。利用生成式 AI的“对话”和“创造”能力，可让 AI成为助手，有效放大关键节

点的“人”的产能，尤其是客户经理、财富顾问、产品经理、投研经理、信审经理、市场营销人

员、编程开发人员等角色，赋能不仅体现在专业内容的形成上，还可能体现在基础管理环节。 

    交通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钱斌在 2023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指出，近些年，生成式 AI在智

能客服、智慧营销、智能风控等领域都取得了不错成绩，有助于解决包括金融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的结构性问题，数据要素向数据资产转化的问题、金融科技人才短缺的问题，以及客户体验、

运营效率和风险防控等经营效能提升。目前，包括交通银行在内的部分大型金融机构已在积极布

局，推动实现商业价值。 

    钱斌举例指出，生成式 AI 将变革人机交互方式，赋能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创新，促进实现

从人性化、个性化到感性化的体验升级。比如，在精准营销方面，借助生成式大模型，在灌注专

业领域知识后，一方面提升行业洞察能力；另一方面将更为精准地解读个体个性化需求，帮助实

现从理解“客群”到理解“客户”的跨越，提升客户服务精准度和满意度。在智能客服方面，生

成式 AI 在准确理解人类意图，进行流畅、自然、高质量的对话方面具有优势，甚至能够体现出

一定的共情能力，结合文档理解分析和生成能力，人机交互的体验和效率将有望出现质的飞跃。 

    冰鉴科技研究院研究员王诗强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银行存在大量沉

睡客户，主要是银行对这类客户知之甚少，即使通过电话、短信等与客户进行过沟通，但相关的

沟通信息未经过深度分析，导致客户转化率较低。银行应该加大人工客服人员和数据标准人员招

聘，并通过生成式 AI 对了解到的客户信息进行重新标注、分类、整理，以便向客户提供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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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生成式 AI如何更安全？ 

    生成式 AI 加速发展，在不断催生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和新市场的同时，也暴露出一定

的安全风险。 

    钱斌也指出，数据少、质量差和处理能力弱，限制了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降低了人工智能

大模型的“智商”。前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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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互联网中文数据相比英文数据还非

常少，开源语料库有限，数据质量参差不齐，细分到金融领域的专业数据和公共数据更加不足。

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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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应用在丰富数据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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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任重道远。 

    德勤中国金融服务业风险咨询合伙人蔡帼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

数据质量控制、应用合规、以及新的风险管理是银行应用生成式 AI面临的挑战。 

    在数据安全和隐私方面，银行业涉及大量的客户敏感信息，如客户的个人信息、交易记录等。

银行数据的安全等级分类标签及应用范围需要足够清晰，确保生成式 AI 在学习和生成过程中，

数据的安全和用户的隐私得到充分保护。如果不慎泄露，可能会导致重大的经济损失和声誉损害。 

    在数据质量控制方面，生成式 AI 的效果和准确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数据质量。在德勤全

球研究中已经提出，“人工智能系统的好坏最终取决于它们所获得的数据，不完整或不具代表性

的数据集可能会限制人工智能的客观性。”银行需要对关键数据进行必要的检核，并持续落地数

据质量闭环监控，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当然，这个过程也可使用 AI 技术促进数据质量

的自我修复。 

    在应用合规方面，银行业属于强监管的行业，过去银行每一个新产品、新服务都有人工审查

的成分确保合规性。而在生成式 AI 中，因为缺少及时的人工审查和纠偏，训练环节产生任何偏

见都有可能会使后续生成式 AI将偏见循环持续下去。例如 AI生成的贷款决策、投资建议，都有

可能倾向于特定群体，这可能会触及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银行可能会面临潜在

的罚款、诉讼甚至吊销执照等严重后果。银行可以考虑应用模型解释和可视化工具，对生成式

AI的决策过程进行解释和可视化，提高模型的透明度和解释性。同时，需要建立内部审核和监督

机制，确保模型的公平性和合规性。 

    针对生成式 AI可能存在的风险，《办法》通过完善监管框架，规范银行应用人工智能技术，

加强对银行业使用生成式 AI 的监管，确保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保障金融市场的稳

定和安全，促进其健康发展。 

    与此同时，监管部门也尤其重视数据安全管理。今年 7 月 24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中国

人民银行业务领域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包括数据分类分级、数据安全保护总体要

求、数据安全保护管理措施、数据安全保护技术措施、风险监测评估审计与事件处置措施、法律

责任等内容。 

    “在合规数据治理方面，银行等金融机构首先应该参考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科技部等七部

门联合发布的《办法》。其次，监管部门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重要法律法规也值得重点参考。”王诗强指出。 

    蔡帼娅建议，银行业为提升生成式 AI 技术应用的合法合规性，完善合规数据治理，可以采

取以下措施：一是建立合规数据治理框架，制定明确的合规数据治理政策和流程，包括数据收集、

存储、使用和共享的规范和控制要求，并建立数据管理团队，负责数据隐私保护和合规性的监督

和管理；加强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二是加强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措施，包括数据加密、访问控

制、数据脱敏等技术手段的应用；三是提高数据质量，建立数据质量管理机制，定期对数据进行

清理和校验，以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四是建立模型风险管理机制，包括模型的开发和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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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模型的监测和更新等环节，并建立模型风险管理团队，负责对生成式 AI 模型的风险评估和

监测，及时发现和应对模型的风险和漏洞；五是加强合规培训，定期对员工进行数据合规的培训，

以确保员工了解并遵守所有的数据合规要求，全面提高员工的合规意识和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