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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摘要

◼ 中国金融大模型市场高速增长，源于大型金融机构的数智化升级

2023年中国金融大模型市场规模为15.93亿，预计到2024年将增长至

38.2亿，增长率预计将达到显著的140%。这一显著增长主要得益于大

型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保险公司和券商的推动。这些机构逐步将

金融大模型视为数智化转型的核心，利用AI技术优化风险管理、客户

服务以及智能投顾等业务。与此同时，金融大模型的轻量化部署使得

中小型互金机构也能广泛采用，这推动了整个市场的进一步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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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H1中国金融大模型市场，MaaS占52%，引领中小型机构规模

化应用，私有化部署占48%，是大型金融机构首选

2024年H1,中国金融大模型部署模式中，Maas模式凭借“开箱即用、

按需付费”的特点，大幅降低了中小型互联网金融机构的技术门槛和

初始投资压力。同时，私有化解决方案因其在数据安全、合规性以及

深度定制方面的优势，成为大型金融机构的首选。未来几年，MaaS将

继续占据主导地位，持续满足金融企业在降本增效方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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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金融大模型的落地应用中，标准化产品占据了约60%的市场份额，

未来几年，标准化产品的市场份额将持续增长，预计2026年将会

达到70%以上

定制化方案的部署周期通常为3至6个月，投入金额从数百万元到千万

元不等；而标准化产品通过融合模块化架构与预训练参数解决方案，

能够在4至6周内迅速完成部署。这类产品依托成熟的大模型平台，提

供强劲的算力、资源调度、模型训练及推理能力，确保了高效的执行

效率。未来几年，标准产品将凭借促进云技术与私有化环境高效融合

能力，助力客户实现整体架构升级与迭代能力，及应对未来技术变革

及不断变化业务需求提供灵活支持能力，推动其市场份额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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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摘要

◼ 金融大模型在客服服务与数据分析等前中台场景赋能显著，但复

杂金融决策领域仍需进一步深化

目前，金融大模型通常融合厂商现有的数据库与大数据平台，优化营

销、信贷、客服等核心业务场景的客户体验。同时，在中后台，大模

型通过自动化数据处理能提升流程效率和决策速度。然而，对于高复

杂度的金融决策场景，如投资组合优化和衍生品定价等，金融大模型

的智能化水平仍需进一步深化和提升。未来，更多的金融大模型将依

托原生数据中台和智能应用体，在高复杂度业务决策场景提供更精准

的支持，从而进一步推动金融行业智能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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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毛利时代的百模大战后，未来3年，中国将形成“3-5家闭源巨

头+1-2家开源平台”的格局，同时，头部企业将实行开源和闭源

的双轨策略

未来三年，开源模型市场预计仅有1-2家头部企业，能依靠“非大模

型业务”的现金流来支撑长期投入。这些企业会战略性地选择开源，

以释放技术红利、培育开发者生态；同时，利用闭源模型保护核心技

术，实现高价值变现。由于开源模型维护成本高昂，需要万卡算力并

持续迭代，因此这些头部企业将会推出“有限开源”模式（如部分模

块开源+核心闭源），或者采用“开源即服务”（开源模型必须部署

在自家云平台）的方式，以实现商业与生态的双重控制，从而模糊闭

源与开源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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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模型正从“技术选项”跃升为中国金融数字化发展的“技术基石”

从2023年到2028年，中国金融大模型市场规模预计将从15.93亿元跃升至131.79亿元，

2024年增长率更有望达到140%。这一飞速扩张不仅反映了大模型在金融行业应用的潜

力不断被挖掘，也凸显了其从“可选技术”向“核心依赖”的加速演变趋势。技术方

面，自然语言处理、多模态数据融合等前沿突破显著提升了金融舆情分析、监管政策

解读以及风控建模的实时性与效率；政策方面，数据保护法规与金融科技发展规划的

持续发布，为大模型在合规与数据安全层面供了坚实保障，进一步降低了行业采纳的

阻力。这些内外部因素的共振，使大模型成为中国金融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变量。

◼ 金融大模型在高频交易、个性化服务等核心场景带来显著价值，MaaS模式的灵活

性和低成本则迅速打开中小金融机构的长尾市场

在高频交易场景中，金融大模型能够毫秒级追踪市场波动并生成交易策略，不仅让金

融机构的决策速度提升30%以上，也大幅降低潜在风险损失；在个性化服务中，基于

多模态数据融合技术的客户画像和风险评估让服务质量与客户满意度同步提升，显著

增强了机构的黏性和竞争力。与此相应，部署成本的下行与“即开即用、按需付费”

的服务模式共同催生了庞大的“长尾”需求。以往只有大型银行才能负担的金融科技

技术，现今部分大模型功能通过MaaS模式落地仅需数十万元，加之MaaS模式能在确保

合规和基础功能的同时提供极高灵活度，迅速成为中小型互联网金融企业的首选，占

据了52%的金融大模型市场份额。

章节一 金融大模型产业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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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沙利文、头豹研究院

中国金融大模型产业洞察——发展背景（技术）
关键发现

中国金融科技的数字化进程中，大模型正从“技术选项”跃升为“技术基石”，并逐
渐成为金融科技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变量。大模型驱动的“智能+”变革正在颠
覆传统金融机构的业务模式

中国金融科技企业核心技术要素发展情况，2023-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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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8%的金融科技企业将AI技术作为核心技术要素，比2023年增长了6个百分点

◼ 金融大模型的崛起意味着金融技术的应用将从规则驱动向数据驱动重大转型

传统的金融技术依赖于预先设定的业务逻辑和算法规则来处理交易和管理风险，这种

方法在标准化和流程化的环境中表现出色。然而，面对当今金融市场日益复杂的场景

以及快速变化的风险环境，这种固定模式逐渐暴露出其局限性。预设规则难以灵活适

应新的挑战，导致金融机构在应对未知情况时反应迟缓、效率低下。

相比之下，基于大模型的金融科技解决方案标志着一次革命性的进步。这些模型通过

深度学习算法对海量的历史数据进行分析，能够自动识别模式并预测未来趋势。更重

要的是，大模型展现出卓越的通用性和迁移能力，它们不仅可以应用于特定的已知情

境，而且能够在未定义或新出现的情境中动态调整策略，提供实时的个性化服务和支

持。

这种转变不仅仅是技术上的更新换代，更是从根本上改变了金融机构处理信息的方

式——从“被动应对”转变为“主动洞察”。金融机构不再局限于遵循既定规则，而

是利用先进的数据分析工具提前预见市场动向，并据此制定更加精准有效的商业决策。

因此，随着大模型技术的发展，金融行业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创新机遇，这将重塑整个

行业的业务逻辑和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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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GR：36.28%

来源：沙利文、头豹研究院

中国金融大模型产业洞察——市场规模
关键发现

随着大模型技术的不断进步和金融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加速，中国金融大模型市场规模
快速增长，预计从2023年的15.93亿元将跃升至2028年的131.79亿元，其中2024年上
半年市场规模已达16亿元，预计2024年全年规模将达到140%的增长

中国金融大模型市场规模，2023年-20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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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模态融合与知识蒸馏技术的突破，正引领金融大模型跨越“金融可用性”的临

界点，重塑金融服务的未来，推动金融大模型市场规模快速增长

头部金融大模型不断精进文本、图表及音频的联合分析能力，现已能够深度解析上市

公司年报中的非结构化数据与结构化财务指标之间的关联，为财务分析等场景提供了

更准确的支持。同时，借助知识蒸馏技术，模型参数量级从千亿精简至百亿，使得推

理成本降低了80%以上，充分满足了高频交易场景对实时性的需求。此外，联邦学习

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反欺诈模型的发展，在保障数据隐私的前提下显著提升了模型效果，

有效解决了金融机构间的数据孤岛问题。这些技术革新共同推动了金融大模型市场的

高速增长。

◼ 伴随智能客服、风控合规、投研决策等核心场景规模化落地，中国金融大模型市

场即将进入价值兑现的爆发期

金融大模型在智能客服、投资顾问等对话式场景中快速渗透，通过语义识别与知识库

匹配，大幅提升客户服务效率并优化客户体验，带来显著的获客与留存价值。另一方

面，风控与合规管理是金融机构的“生命线”，金融大模型凭借更精准的风控策略与

实时监控能力，有效降低不良贷款与欺诈风险，直接转化为商业价值。此外，在投研

与资管环节，金融大模型可借助多模态数据分析与时序预测，深度挖掘市场机会并实

现差异化的投资策略，从而提高盈利水平。



章节二 金融大模型部署核心要素

◼ 稳定性、低延时与高并发构成金融大模型部署的关键技术基础

金融大模型在部署与实施中需深度融合云原生理念，并非仅仅局限于“上云”或“堆

容器”，而应充分利用微服务、容器化和服务网格等技术，并在部署流程中高效整合

GPU、NPU等异构算力，以在系统负载动态变化时，实现自动化构建与持续交付，从而

确保核心金融业务的稳健运行。同时，针对大模型参数量大、推理计算开销高的特点，

需通过剪枝、稀疏激活、混合专家模型及知识蒸馏等技术手段优化模型结构，在保持

大模型核心能力的基础上显著缩减模型体积，实现毫秒级响应，保障高并发场景下的

服务稳定与快速。此外，面对金融业务中常见的突发流量，还需构建完善的负载均衡

策略与资源弹性扩展机制，确保计算资源能够依据实际需求灵活扩容或收缩，有效避

免因资源分配不当导致的系统不稳定或延时增加问题。

◼ 准确性与兼容性是金融大模型的核心价值所在

金融大模型需先通过单任务指令微调（如情感分析、命名实体识别）确保高精度，再

借助多任务与Zero-shot指令微调增强跨任务泛化能力，以兼顾传统任务精细需求与

应对突发场景。同时，模型需支持跨平台部署，提供丰富API与SDK，消除数据孤岛，

实现系统间协同。此外，高质量数据清洗、标注、对齐及结合金融知识的定制化微调

是提升模型准确度和稳健性的关键，过程中需严格遵循合规要求，整合多元数据源。

◼ 安全性与合规是金融大模型全面落地的前提

金融大模型在业务应用中必须严格遵守数据安全、隐私保护和内容合规的法规要求，

确保客户信息在模型训练和推理过程中不被滥用或泄露，并避免误导性或违规输出。

为实现逻辑透明度，采用标签学习对模型推理的关键节点进行标注，使重要决策可被

解释和验证，降低模型“幻觉”风险。

◼ 从基础硬件、云平台、机器学习框架、开发工具链到上层业务应用的全链路整合

能力是金融机构考察大模型厂商的核心要义

金融大模型的高效部署依赖于供应商是否具备从基础硬件、云计算架构、机器学习框

架到应用开发工具链的全链路整合能力。只有在这一体系下，才能确保模型在高并发

场景中实现低延时、精准决策，并通过智能算力调度优化资源利用率。同时，完整的

安全合规体系必须贯穿全链路，从数据隔离、访问控制到日志审计，构建金融风控的

技术底座，确保在严格监管环境下稳定运行。供应商唯有在全链条布局中形成自主可

控、软硬件一体化的竞争力，才能真正支撑金融大模型在行业中的落地与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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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沙利文、头豹研究院

中国金融大模型部署核心要素——部署选择
关键发现

在金融大模型的部署过程中，供应商必须确保在稳定性、准确性和安全性等方面的坚
实保障。实现这些目标的关键在于其具备从基础硬件、云平台、机器学习框架、开发
工具链到上层业务应用的全链路整合能力

中国金融机构在评估供应商时核心考量分析

金融机构评估供应商的全链路整合能力

标准化上层

应用与行业

解决方案

考察厂商是否具有成熟的行业应用案例及
针对场景的标准化产品，如风险控制、智
能投顾、反欺诈、智能客服等，证明其全
链路方案在金融行业的实战经验

金融应用场景标准化产品及案例

考察厂商是否能够根据金融机构的特定需
求进行定制化开发，提供专业的咨询、技
术支持和后续服务，确保模型解决方案的
快速落地和迭代更新

大模型应用深度定制化服务

平台层的学

习与机器学

习框架

考察厂商是否提供一站式的机器学习平台，
涵盖数据采集、数据处理、模型训练、验

证和上线，形成完整的ML生命周期管理

自有平台支持 算法与模型库

考察厂商是否拥有金融领域定制的模型库
及算法，能够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并支持
在线学习或增量训练

应用开发平

台与工具链

考察厂商是否提供完善的开发工具包、SDK
和API文档，支持模型二次开发、定制化功
能扩展与集成商

开发工具与SDK 平台生态构建

考察厂商是否能与主流的开发、监控、日
志等工具链无缝对接，为金融机构构建一
个全栈开放的平台

基础硬件与

云服务

考察厂商是否拥有自研或自主采购的高性
能计算集群，且这些集群是否支持异构芯
片。评估厂商是否能提供公有云、私有云
或混合云部署方案

硬件制造与云服务能力 分布式与冗余设计

考察厂商是否能够支持多区域部署、自动
故障切换、容灾备份等机制，确保系统稳
定运行

◼ 考虑到金融大模型部署的稳定性，金融机构在选择金融大模型厂商时，通常关

注厂商是否具备全栈AI解决方案能力

随着金融行业数字化转型需求的不断增长，金融机构在部署金融大模型时，越来越

倾向于选择能够提供全栈AI解决方案的平台。这类平台不仅具备独特的异构资源调

度能力，能够灵活支持国内外主流芯片架构的混合部署，还能实现算力资源池的智

能动态编排与负载均衡，确保高效利用不同计算资源，从而提升计算能力和系统响

应速度。此外，在自主可控性方面，这些平台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技术体系，涵盖了

芯片指令集适配层、分布式训练框架以及模型微调工具链，确保了全栈技术的无缝

协同和高度兼容。这一体系不仅使平台能够满足金融行业对高效、安全、可定制化

解决方案的需求，还能为金融机构提供从底层算力调度到上层AI应用的全生命周期

支持。通过这种自主可控且具备灵活调度能力的技术架构，金融机构可以更好地应

对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同时保障数据安全性与系统稳定性，最大化发挥AI技术在

金融领域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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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机构在选择大模型部署时，通常关注厂商是否能提供全链路保障体系能帮助

其构建稳定性与安全性

全链路保障体系是通过贯穿从基础硬件、网络设施、云平台到应用层的全程监控和管

理，实现端到端的稳定性保障。在这一体系下，供应商不仅提供高可靠性的服务器、

存储设备和冗余网络架构，还采用统一的监控与自动故障恢复机制，确保系统在出现

异常时能够迅速切换并恢复正常运行。此外，全链路安全措施涵盖物理隔离、数据加

密、访问控制、日志审计等多个层面，形成多重防护屏障，有效应对金融领域严苛的

安全与合规要求。

◼ 金融机构在选择大模型部署时，通常关注厂商是否能提供端到端流程协同，以提

升准确性及低延时高并发性能

金融大模型的价值在于其决策的精准性以及对实时交易和风险管理场景的快速响应能

力。全链路整合能力能实现数据采集、预处理、模型训练到在线推理各环节的无缝对

接与深度优化。通过统一平台的调度与管理，不仅确保了数据在各阶段的一致性和高

质量，也通过硬件加速（如GPU、TPU、FPGA）和边缘计算等技术，实现了极低的延时

和高并发处理能力。这样的端到端协同，使得金融机构能够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迅速

响应并作出精准判断，进而获得竞争优势。

◼ 金融机构在大模型部署中，开始关注新型数据平台产品，这些平台专为AI应用的

优化而设计，相比传统的大数据平台能够显著提升AI应用的效果

传统的大数据平台主要针对数据存储和处理，尽管在大规模数据处理上有其优势，但

对于AI应用的支持却存在局限。随着AI技术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在金融大模型的应用

中，传统数据平台难以满足高效的数据处理、实时反馈和智能决策等需求。为此，市

场上逐渐出现了新型的数据平台，这些平台专门为AI应用进行优化，具备更强的计算

能力、更低的延迟以及更高的可扩展性。与传统平台相比，这些新型平台能够更好地

支持AI模型的训练、推理以及数据处理，尤其在数据适配、算法优化和应用场景支持

上表现出更强的优势。金融机构在选择金融大模型厂商时，应重视这一新兴趋势，选

择能够提供AI优化数据平台的解决方案，以确保AI应用的高效性和精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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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市场、MaaS（模型即服务）、标准化产品的市场份额。同时，分析了中国金融机构
在部署金融大模型时的核心考量因素

http://www.leadleo.com/


11

方法论
◆ 头豹研究院布局中国市场，深入研究19大行业，532个垂直行业的市场变化，已经

积累了近100万行业研究样本，完成近10,000多个独立的研究咨询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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