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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以银行为首的金融机构是社会的基石之一，银行的数字化转型至关重要。金融科技的引入使得银行业得以适应不断变化

的客户需求及不断迭代的监管条例，并可从容应对日益增加的网络安全风险。据统计，2022 年国有四大行在金融科技的

投入总额达到了 942.66 亿人民币的新高，全球金融科技投资额则高达 1641 亿美元。此外，我们将传统银行、传统金融

及沪深 300 指数的走势与金融科技指数进行对比发现，金融科技板块表现对比其他板块亮眼，领涨沪深 300 指数~16%。

在 2023 年经济复苏的背景下，团队认为金融科技将继续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力和增长点；金融科技也将辅助银

行夯实实体经济，保证银行盈利的稳健增长，持续提升银行资产质量，加速银行业二级市场估值恢复。 

银行金融科技三大领域及五大技术（ABCDq）: 以银行为背景，本报告将相关市场细分为传统银行，数字银行和银行技

术服务商三大领域并总结了五大革命性引领技术（ABCDq），分别为人工智能（A）、区块链（B）、云计算（C）、

大数据（D）和量子技术（q）。此报告对 ABCDq 五大技术在银行业相关领域的应用进行了梳理，并对前沿技术的发展

趋势进行了归纳总结。 

传统银行业金融科技分析：聚焦传统银行业，本报告对银行业在金融科技领域的投入、其二级市场表现及投入与银行财

务表现的关联性进行了分析。期中，我们将银行近 3 年以来的金融科技投入进行整理，并将其与银行财务表现进行了方

差-协方差分析和LASSO回归分析。我们发现，过去在金融科技上投入更多的银行拥有更佳的市值表现（更高的PE）、

更高的风险防范能力（更高的一级资本充足率）及盈利能力（更高的净息差和归母净利润增长率）。因此，我们认为金

融科技显著提升银行盈利能力、增强风险防范能力、加快银行价值回归。 

数字银行业金融科技分析：聚焦数字银行业，本报告对其一级市场的投融资表现进行了梳理。我们发现国内数字银行对

比国际数字银行表现持平，且在净利润表现上优于海外上市的数字银行企业。但国内数字银行企业受政策等因素的限制，

尚未有上市企业。 

银行技术服务商行业金融科技分析：聚焦银行技术服务商行业，本报告对其一级、二级市场的投融资表现和股票走势表

现进行了梳理。其中，我们对综合性龙头企业及细分领域的“小而美”玩家的财务表现做了系统性分析。 

银行业金融科技发展展望：本报告从政策端、需求端和技术端对银行业金融科技的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分析，提出了以养

老金融和低碳经济转型为首的五大需求场景和两大重点技术（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我们长期看好以 AIGC（生成式

人工智能）和 PINN（物理信息神经网络）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和以量子通讯和量子计算为代表的量子技术。在 AI 领
域，我们设想了 AIGC 在流程自动化，智能办公和智能投顾方向的运用前景，提出了 PINN 在期权定价等中间业务领域

的技术前沿；在量子技术领域，我们长期看好量子秘钥分发、量子蒙特卡洛等的前景，并认为大型商业银行将是 “量子

军备竞赛” 的主要玩家。从宏观层面看，本报告总结提出了银行金融科技领域的八大发展趋势，并总结了宏观经济、监

管政策、人工智能道德和五大技术发展不及预期的潜在风险。 

银行业金融科技投资展望：通过半定量分析，我们推荐了 10 家在金融科技领域五大技术上有较好表现，有较大投资潜

力的银行。结合量化多因子分析，我们推荐了 10 家买入信号明显的金融科技公司，并对策略进行了回测：30 日回测收

益达 4.38%，夏普比率为 0.996；结合随机森林模型和 SHAP 分析，我们对因子进行了归因分析，发掘了重要的量价因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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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业概览                
1.1 金融科技行业 
金融科技旨在应用科技赋能金融行业，从而为用户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金融产品及服务。数字化产品及技术的快速发

展带动了金融科技（Fintech）行业的崛起。在中国，各大政策的发行持续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并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

之一。在政策引领以及相关行业高投入、高创新的背景下，科技不断赋能银行业高质量发展。据亿欧智库统计，中国大

陆现存 4044家银行，近五年来仅有不超过 100家银行进行了第一代核心系统的数字化改造。因此，银行业科技市场的需

求在未来有望持续释放。从投入角度而言，对比其他金融细分领域，银行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的投入最高、发展速度最快。

据赛迪测算，2023 年银行科技的投入达 3129.71 亿元，年均复合增速为 16.17%。基于银行业科技市场高需求、高投入的

本质，本篇行业报告将聚焦于科技赋能银行业高质量发展的主题。 
 
硬科技为金融科技行业的关键组成部分，本报告提出 ABCDq 理念将核心科技分类为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

据及量子技术（简称“ABCDq”）。为全面覆盖银行金融科技行业，此报告将行业分成三大领域，分别为传统银行、

数字银行及银行技术服务商。 
 

 
图 1 左：银行业金融科技三大领域及其五大引领科技。右：金融科技对于传统银行的四大赋能方式。 

 
1.2 金融科技行业发展历史及趋势  
金融科技行业于十九世纪在美国率先兴起，随后以巴克莱银行为代表的英国企业也开始布局金融科技领域。在 2008年全

球金融危机后，金融科技行业随着数字化产品，如智能手机的快速崛起迅速发展。目前，金融科技行业正处于以人工智

能及量子技术快速发展为代表的 fintech 3.5 的持续变革时代。 
 

 
图 2全球金融科技行业发展四阶段 

2 竞争格局 
2.1 玩家对比分析 
全球范围内，银行金融科技行业都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国际领先的传统银行如摩根大通银行、花旗银行、汇丰银行等均

投入近百亿美元，并上线了线上银行平台、智能投顾产品、基于分布式账本的代币化平台等数字化产品。此外，这些传

统银行龙头企业纷纷布局投资于量子科技相关企业。其中，摩根大通银行作为全球首批投资量子计算的金融机构之一，

已建立内部科学家团队目前已经应用到投资组合优化、期权定价、风险分析，以及机器学习领域（从欺诈检测到自然语

言处理）。纵观国际领先传统银行业，其在 ABCD 领域的发展已经比较成熟，但在 q（即量子技术）方面尚未成熟。因

此，量子技术的开发及运用成为了银行业金融科技发展的标准之一。就数字银行行业而言，海外已有三家上市数字银行

企业。其中，以 Nubank 数字银行为代表的企业市值超 200 亿美元，市盈率高达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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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银行在金融科技领域的投入暂时落后国际传统银行龙头企业。但从金融科技业务发展的角度而言，中国传统银

行紧追国际银行业的发展。尤其体现在以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为代表的银行对量子技术的运用上。数字银行方面，中国

企业在业务发展上几乎追平国际企业。但是国内数字银行企业受监管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均未上市。值得注意的是，数字

银行企业在风险承受和稳健发展中均显现优势。以腾讯持股的微众银行为例，其不良资产率为 1.20% ，低于民营银行的

平均值 1.26%；其拨备充足率为 467.46%，高于民营银行的平均值 335.90%。且相比国际数字银行，国内数字银行头部企

业均实现了正净利润，优于国际上市数字银行的表现（NuBank 2021 年净利润 -0.16 亿美元）。技术服务商方面，国内外

企业的科技发展方向集中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云计算领域。国内技术服务商企业的表现在全球处于较领先的地位，

主要体现在其产品的自主和多样化中。下文将集中于国内传统银行业、数字银行业及银行技术服务商行业在金融科技领

域的表现进行分析。 
 

2.1.1 传统银行业金融科技对比分析 
随着银行业对金融科技重视程度的逐步提高，各银行逐渐提升其在科技领域的投入金额以实现其在金融科技领域的发展

以及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据统计，国有大行在金融领域的投入金额在所有银行中居首，股份制银行紧随其后，中小银

行位居第三。从业务模式上来说，国有大行偏向全面的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和开发，如搭建相关的风险管控、智能投

顾平台等。国有大行主要以自我研发、收购相应的金融科技公司以及与相应的金融科技公司合作的三大模式实现金融科

技的运用。而较小规模的银行因资源和资金的限制偏向于依托第三方开发的系统或购买其他公司或银行已经开发完成的

平台进行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国有银行及股份制银行的上云率均超 90%，可见云技术在银行业

已被广泛运用。 

 
图 3 传统银行业科技相关投入及表现 

注释：图表中的中小银行未披露其上云率 

 

2.1.2 数字银行业金融科技对比分析 
数字银行方面，我们发现行业内已出现龙头，且主要玩家较少。对比数字银行净利润可见，微众银行的净利润占比超行

业的 50%。以微众银行为首，网商银行和新网银行共为中国数字银行业的“三驾马车”，推动中国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  

 
表 1 数字银行玩家对比分析 

数字银行龙

头 
2022年净利

润 
2021年净利

润 
2022年同比

增长 
微众银行 89.73 亿元 68.8亿元 29.83% 

网商银行 35.38 亿元 20.9亿元 69% 

新网银行 6.8亿元 9.1亿元 -25.84% 

数据来源：微众银行、网商银行、新网银行 

                 图 4 2021年数字银行业玩家利润占比 

2.1.3 银行技术服务商行业金融科技对比分析 
银行技术服务商行业方面，报告从 A+D，B、C、q 四个角度分析了当前行业的竞争格局。我们在此挑选了各细分行业具

有代表性的主要业务和相关企业进行整理分析。从中可以看出，全面发展 ABCDq 的银行技术服务商行业相对比较分散，

市占率最高的企业仅拥有 7.81%市场份额。A+D 领域涉及较多业务，未出现 A+D 领域的明显的龙头，但细分子行业的

龙头已经出现。区块链和金融云平台的市场份额则基本上已经稳定分配，且已经出现行业内龙头的局面。金融云应用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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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仍有相当大的市场份额较为分散，市占率最高的企业仅拥有 6.60%市场份额，还未形成明显的龙头。量子领域近期开

始爆发，暂未有太多的企业涌入，行业仍有大量可发展空间。 
 
表 2 中国金融科技细分行业龙头公司科技投入及核心金融科技业务概览 
行业  主要业务 主要玩家  
综合性玩家  ABCDq 业务 中电金信，天阳科技，宇信科技，神

州信息 
A +D 银行影像 银之杰，信雅达，中科金财 

安全反欺诈 恒银科技，华胜天成，博彦科技 
视觉语音，身份

验证 
神思电子，雄帝科技，德生科技 

智能客服，投顾 恒银科技，金融壹账通，恒生电子 
B  区块链及其相关

服务 
 蚂蚁集团，腾讯区块链，华为云，浪

潮，趣链科技 
C  金融云平台 阿里巴巴，华为，腾讯，百度，京东 

金融云应用 宇信科技，中电金信，中科软科技，

百度，南天信息 
q  量子通讯  国盾量子（唯一专营上市公司）  

量子计算  推荐关注谷歌、IBM、亚马逊、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暂无专营上市公司） 
数据来源：全面发展：赛迪顾问，《2021 年度中国银行业 IT 解决方案市场分析报告》；区块链，IDC：《中国

区块链 BaaS 市场份额，2021》；金融云：IDC，逆势上扬引领新增长——2022 年上半年中国金融云市场 

 
3 行业表现 
3.1 技术表现 
此部分报告将对我们提出的 ABCDq（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量子技术）五大核心金融科技技术在银行

业的表现进行梳理（详见附录 5 表格）。其中，区块链、云计算以及大数据科技发展较为完善，现已被包括银行业在内

的金融相关企业应用。 
 
人工智能作为金融科技领域的头号先进技术，未来将会给银行等金融机构带来持续的技术变革。从应用角度来看，人工

智能应用覆盖金融业的前、中、后台。 

 
图 6人工智能可实现银行前台到后台的业务全覆盖。 

 
区块链是存储在公共数据库中的数字信息。它通常由加密货币组成，并为各种金融交易提供额外的安全性，成为金融科

技中使用最广泛的技术之一。通过区块链，银行可以存储交易信息，如最近购买的日期、时间和金额。区块链允许不受

信任的各方就数据库的状态达成一致，而不必依赖中间人进行交易。目前，区块链被应用于银行各个方面，包括金融资

产结算、经济交易、市场预测和商业相关服务等等。区块链为金融市场提供了重大创新，提高了数字支付和结算的效率

和运营绩效。然而，由于缺乏监管及其存在的不确定性，对于银行业的发展来讲，机遇与挑战并存。 
 
云计算则是一种按需服务，通过互联网提供对共享资源、应用程序或存储的访问。它使银行能够在远程服务器而不是本

地系统中存储和处理数据。上云能够极大提升商业银行信息技术的投入产出比。以招商银行为例，信用卡业务上云后，

业务成本节省了 60%，算力提升了 10 倍。目前银行业对云技术的使用较为普遍，银行业已基本实现业务上云。例如工

商银行应用节点入云率已达 91%，对应用入云要求 “应入尽入”；广发银行应用上云率达 73.51%、光大银行应用系统上

云率达 88.77%、中信银行基础设施整体云化率达 96.71%、浙商银行系统整体云化比例达 93%。此外，招商银行更是于

2023 年宣布 “全面上云” ，成为中国系统重要性银行前 7 家中首家实现全面上云的银行。 总的来说，银行业云计算已是

关键且成熟的技术，国有大中型银行通过自建私有云进行业务上云，小型银行则选择共有金融云进行上云。 

案例分析： 
以建设银行为例，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构建了审单知识图谱体系，成为了同业

首家在信用证审单场景落地人工智能应

用的案例。 

以银行印章核验算法为例，人工智能可

以精确识别印章边框的小数字编码和精

细化判断印章内细丝纹路，实现二次验

印。 

以银之杰公司为代表，银行影像服务商

提供基于人工智能的电子用印整体解决

方案。 

图 5银行技术服务商相关指数及玩家占比 



 5 

 
大数据技术指对海量、高维、多样的数据进行快速、准确、有效的获取、存储、处理和分析的技术，通常包括分布式存

储、分布式计算、数据挖掘等技术。在银行业中，大数据技术一般可以应用在客户画像、欺诈检测、贷款决策、合规、

网络安全等方面。大数据在银行业发展较为成熟，且大数据技术是人工智能的地基，缺乏足够数据的人工智能只能是

“空中楼阁”。 
 
量子技术（q）不同于 ABCD 三大技术，仍处于飞速发展阶段，其在银行业中的使用还在探索中。对比人工智能，量子

技术处于更加前沿和初阶的发展阶段。量子技术的代表性技术包括以量子密钥分发（Quantum Key Distribution, QKD）为

代表的量子通信技术和以光量子计算为代表的的量子计算。量子通信技术的高安全性使其必将成为长足推动银行业发展

的关键技术之一。量子计算利用的则是量子叠加的性质，对于每一个量子单元来说，可以储存 2n 个数据，n 就是量子比

特。同时，不仅仅是存储，得益于量子纠缠特性，量子计算还可以同时对 2n组输入数据进行计算，就相当于一台装备了

2n 台处理器的芯片。量子计算既可以破解加密算法，也可以加速金融领域发展。无法在量子时代跟上步伐的银行将会面

临巨大的操作风险（例如密码泄露、中间人攻击）和巨大的市场风险（投资组合和交易算法被超越）。目前，银行业在

量子通信中已经走出了坚实的第一步，如国内的工商银行、平安银行等已经探索了量子秘钥分发在量子通讯领域的应用，

但整体处于较早期的技术发掘阶段。 
 
3.2 市场表现 
3.2.1 一级市场表现 
一级市场的资本助力对银行业金融科技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全球范围内，金融科技行业的一级市场投融资

频次与金额在近年内剧增。据毕马威全球金融科技动向报告披露，2022 年全球金融科技行业融资额为 1,641 亿美元。在

海外，数字银行领域尤其受到投资人的关注，在近年内完成数轮融资，每轮融资金额在数千万到数亿英镑。数字银行企

业的投资方多为世界顶级银行、风投公司以及互联网巨头公司等。值得关注的是，以腾讯为代表的国内企业投资方也频

频参投海外数字银行企业。海外银行技术服务商企业对比数字银行企业融资活动较为缓慢，且融资金额普遍低于数字银

行企业，但仍有多家海外银行技术服务商企业在近年内获得数百万至亿美元或英镑和欧元的投资金额（详见附录 4 表

格）。 
 
国内金融科技一级市场受到支持政策等正向因素的影响表现良好。不少金融科技领域的公司在近年内完成多轮融资，且

披露的每轮融资金额均为数亿元人民币。与海外一级市场一致，著名海内外投资方，如银行、风投公司、金融机构以及

互联网巨头公司等纷纷投资于国内金融科技企业。其中，国内互联网巨头公司，如腾讯、百度及阿里巴巴的加盟或助力

金融科技领域公司形成其科技壁垒和行业护城河。值得注意的是，国内金融科技一级市场投资方近年内的投资活动在银

行技术服务商领域较为频繁，有利于此行业的迅速发展。 
 

表 3中国金融科技细分行业一级市场融资历史 
数字银行企

业名称 
公司类型 成立

时间 
交易轮次 交易金额 交易时间 投资方 

百信银行 数字互联网银行 2015 共 4轮融资，最新一

轮为 A轮 
共融资超 40亿元 2018-03-28 至 2020-

11-19 
中信银行、百度、加拿大

养老基金 
网商银行 数字互联网银行 2015 共 3轮融资，最新一

轮为 Pre-A轮 
未披露 2015-05-28 至 2017-

09-08 
金润资产、蚂蚁集团、复

星集团等 
微众银行 数字互联网银行 2014 共 2轮融资，最新一

轮为战略投资 
共融资超 12亿元 2016-01-27 至 2016-

02-02 
腾讯投资、博裕资本、图

灵资管等 
新网银行 数字互联网银行 2016 战略投资 未披露 2016-12-28 新希望集团、红旗连锁 
银行技术服

务商名称 
公司类型 成立

时间 
交易轮次 交易金额 交易时间 投资方 

赜睿科技 人工智能非结构

化数据处理开发

服务商 

2017 共 4轮融资，最新一

轮为 B+轮 
共融资 1.1亿美元及

1000万元人民币，最新

一轮融资 6000 万美元 

2017-08-10 至 2022-
08-25 

Prosperity7 Ventures、高瓴

创投、兰亭投资等 

滴普科技 云原生数据智能

平台服务商 
2018 共 6轮融资，最新一

轮为 B+轮  
共融资 1.45亿美元及 
1.85亿人民币，最新一

轮融资 1.1亿元  

2018-11-02 至 2022-
07-05 

中航产融、兴业国信资

管、国泰君安等 

金仕达 风险管理、金融

交易管理软件等

技术服务商 

1995
  

共 6轮融资，最新一

轮为战略投资 
共融资超 10亿元 2018-03-09 至 2022-

06-07 
宏源创新投、摩根大通、

银华永泰等 

神策数据 数字化运营解决

方案服务商 
2015 共 6轮融资，最新一

轮为 D轮 
共融资 2.89亿美元及 
600万元人民币，最新一

轮融资 2亿美元 

2015-11-04 至 2022-
05-06 

老虎环球基金、襄禾资

本、红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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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观数据 文本处理技术和

智能办公机器人

解决方案服务商 

2021 共 5轮融资，最新一

轮为 C轮 
共融资 10.7亿元人民

币，最新一轮融资 5.8亿
人民币 

2016-01-07 至 2022-
03-08 

招商证券、众麟资本、中

信建投资本等 

观远数据 数据可视化与分

析技术服务商 
2016 共 7轮融资，最新一

轮为 C轮 
共融资超 5.25 亿元人民

币，最新一轮融资 2.8亿
人民币 

2016-02-29 至 2022-
02-21 

老虎环球基金、襄禾资

本、线性资本等 

驻云科技 云技术服务商 2013 共 5轮融资，最新一

轮为 D轮 
共融资约 4.6亿元人民

币，最新一轮融资 2亿
人民币 

2014-09-03 至 2020-
11-09 

华业天成、阿里巴巴、复

星集团等 

数据来源：爱企查、企查查 
 

3.2.2 二级市场表现 
金融科技板块（中证金融科技 399699.SZ）的二级市场表现在2020年末至2022年末弱于大盘（沪深300，000300.SH），

但其表现从 2022 年末至今持续优于大盘。截止 2023 年 4 月 15 日报告完成，金融科技指数相比于基准日 2020 年 1 月 1
日实现了 17.63%的收益，年化为 4.99%。同时，金融科技指数领涨大盘 19%，尽管两者的贝塔都在 1 左右。金融科技

板块相较于传统银行及金融板块的表现更加亮眼。同样截止至报告完成，金融科技指数领涨银行业~36%，并领涨金融

业~42%。 

 
图 7金融科技、银行、金融三大主题板块和沪深 300 到 2023年 4月 15日的投资表现 

注释：以 2020 年 1 月 1 日为基准，金融科技、银行、金融三大主题板块和沪深 300 到 2023 年 3月 30 日的投资表现。所有标的 2020 年 1 月 1 日的标准化价格为 100 
数据来源：Tu Share 

 
为验证金融科技投入对传统银行业表现的影响，本报告以 12 家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为样本，用三个指标（2021
年金融科技投入、2021 年金融科技投入与同年营收占比及金融科技员工占比）代表银行对金融科技的投入，与 30 余个

2022 年银行关键性指标进行方差-协方差分析和拉索（LASSO）回归，发现了如下 4 个统计性显著的关系。 
 

 
 
 
 
 
 
 
 
 
 
 
 
 
 
 
 
 
 
 

 
结合上图基于历史数据的回归分析，我们发现过去在金融科技上投资更多的银行拥有更佳的市值表现(更高的 PE)、更高

的风险防范能力（更高的一级资本充足率）及盈利能力（更高的净息差和归母净利润增长率）。虽然过去的表现不能代

表未来，但这种趋势非常值得关注。 

图 8  12家银行表现与金融科技投入的

LASSO 回归 

图 a：2021 年金融科技投入与同年营收

占比高的公司在 2022 年有更高的 PE
表现。（p=0.066，在 90%置信区间下

显著） 
图 b：金融科技投入高的公司具有更高

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即更高的抵

抗风险能力（p=0.0005，非常显著） 
图 c：金融科技员工占比高的公司净息

差更高(p=0.033，在 95%置信区间下显

著） 
图 d：金融科技员工占比高的公司在

2022 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更高

（p=0.026,在 95%置信区间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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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财务表现 
近期美元加息导致收益率倒挂，使得银行利润被压缩、银行放贷意愿下降。此前，受疫情扰动、外部冲击的影响，上市

银行基本面边际走弱。截至目前，银行板块整体估值承压，仍未修复至疫情前。不同于传统银行业，银行技术服务商企

业整体收入和利润水平不及传统银行，但它们在存款、支付和消费金融等可带来利润的金融产品上较为积极，研发投入

的百分比较高，估值较高。银行技术服务商企业的平均市盈率高达 76.41 倍，远高于沪深 300的平均市盈率（13.16倍）, 
由此可见市场看好金融科技服务商的增长潜力。我们认为金融科技可赋能银行业抵抗因外部因素导致的估值承压，助力

银行业价值修复。（因国内暂无上市的数字银行企业，此部分仅对银行技术服务商上市企业的财务表现进行了梳理。） 
 

表 4主要传统银行 2022年财务表现 
公司 总市值

（亿元） 
P/E (TTM, 
2023-03-18) 

P/B 营业收入

（亿元） 
净利润

（亿元） 
科技投入金额

（亿元） 
2021 ROE 
(%)  

2021 ROA 
(%)  

601398.SH 工商银行 16150 4.2 0.5 9180 3605 262.2 11.4 0.9 
601939.SH 建设银行 15150 4.9 0.5 8225 3239 232.9 12.2 1.0 
600036.SH 招商银行 8610 10.7 1.5 3448 1380 141.7 17.0 1.4 
601998.SH 中信银行 2662 4.1 0.3 2144 621 90.0 10.9 0.7 
601169.SH 北京银行 939 4.0 0.4 662 247 23.8 9.6 0.7 

数据来源：总市值时间 2023.04.07， 其余数据来源 choice 金融终端，乌龟量化，各银行年报 

 
表 5主要金融科技公司 2021 年财务表现 

公司 总市值（亿元） P/E（年平均) 
营业收入

（亿元） 
净利润

（亿元） 
研发投入 
(亿元） 

ROE 
(%) 

ROA 
(%) 

600570.SH 恒生电子 1011 57.2 54.9 14.6 21.3 30.1 13.5 
300339.SZ 润和软件 235 107.4 27.5 1.7 3.7 5.9 4.1 
002152.SZ 广电运通 322 34.6 67.8 8.2 7.7 7.6 5.9 
300674.SZ 宇信科技 152 32.3 37.2 3.9 4.3 21.9 11.2 
000555.SZ 神州信息 140 27.1 113.6 3.7 6.2 3.4 1.6 
300085.SZ 银之杰 88 N/A 11.8 -2.8 3.0 1.5 1.6 

000977.SZ 浪潮信息 559 23.4 670.5 20.0 28.2 13.7 4.8 
002649.SZ 博彦科技 98 17.2 55.3 4.0 2.6 12.5 8.7 
603927.SZ 中科软 237 29.1 62.8 5.7 8.4 23.4 8.9 

688027.SH 国盾量子 132 >300 1.7 -0.3 0.9 -2.2 -1.9 
行业平均（根据金融科技指数

个股算数平均获得）

（399699.SZ） 
N/A 76.4 162.0 13.9 2.8 2.2 1.7 

注释及数据来源*：总市值基于 2023 年 4 月 15 日数据，其他数据来自各公司年报（乌龟量化，choice 金融终端） 

 
4 行业展望 
4.1 行业驱动因素 
4.1.1 政策端 
银行业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支持导向。过去几年，政府和监管机构频繁颁布推动数字化和金融科技领域的

相关政策文件，将发展金融科技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有望在未来持续推动金融科技的发展。此外，党的二十届二中全

会通过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加强科学技术、金融监管、数据管理等重点领域的机构职责优化和调整，为金融

科技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表 6 近三年年部分金融科技相关政策汇总 
时间 发布单位 政策名称 重点内容 

2023-03 国务院 《政府工作报告》 报告指出，2023年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快传统产业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着力

提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经济发展。 
2022-08 科技部等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

升行动方案(2022-2023
年)》 

建立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体系常态化工作协调机制。鼓励各类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基金支

持企业创新创业，引导创投企业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推广企业创新积分贷、仪器

设备信用贷等新型科技金融产品,为 10万家以上企业增信授信。鼓励地方建设科技企

业信息平, 完善金融机构与科技企业信息共享机制。 
2022-08 科技部等 《关于加快场景创新以

人工智能高水平应用促

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

导意见》 

鼓励在制造、农业、物流、金融、商务、家居等重点行业深入挖掘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场景,促进智能经济高端高效发展。在金融领域优先探索大数据金融风控、企业智能征

信、智能反欺诈等智能场景。 

2022-03 国务院 《“十四五”国家信息化

规划》 
规划指出,以开源生态构建为重点,打造高水平产业生态;以软件价值提升为抓手,推动数

字产业能级跃升;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推动网信企业发展壮大。 
2022-02 中国人民

银行等 
《金融标准化“十四五”
发展规划》 

健全金融业网络安全与数据安全标准体系。建立健全金融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标

准体系，支持提升安全防护能力。强调要探索量子通信等新技术应用标准。稳妥推进

法定数字货币标准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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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1 国务院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

展规划》 
规划指出,要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增强关键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核心产业竞争力。提升

核心产业竞争力方面, 要着力提升基础软硬件、核心电子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和生产

装备的供给水平, 强化关键产品自给保障能力。 
2022-01 银保监会 《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数

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 
意见提到新技术应用和自主可控能力，对业务经营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关键平台、关键

组件以及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要形成自主研发能力，降低外部依赖。 
2021-12 工信部 《“十四五”大数据产业

发展规划》 
到 2025年底,大数据产业测算规模突破了万亿元的增长目标,以及数据要素价值体系、

现代化大数据产业体系建设等方面的新目标。 
 
4.1.2 需求端  
需求端为银行业金融科技的发展提供巨大推力，本报告整理出相关的五大需求场景： 
 
（1）金融科技在养老金融发展中的赋能作用 
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和下滑的全国人口出生率，发展个人养老金势在必行。2022 年 4 月 21 日，国务院办公

厅发布《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发布了实行个人账户制、参加人每年最多缴纳 12000 元养老金、账户资金

可用于购买银行理财、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等多项重要变化。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机构，主要包

括 6 家大型银行、12 家股份制银行、5 家城市商业银行和 11 家理财公司。 
 
未来我国个人养老金的规模与增长节奏测算参考《中国养老金融发展报告 2018》中《个人税延养老金对资产管理行业的

影响及其应对一文》的测算方法，按照 100％参与率来计算，个人养老金的年规模增量的上限为 23395.61 亿元。假设个

人养老金的年规模增量的上限不变（23395.61 亿元），本报告基于基本养老保险参与率的增速，来测算个人养老金参与

率的增速。已知 2016-2020 年间，基本养老保险参与率（参与人数/15-64 岁总人口）每年平均增长 2.42％。假设从 2022
年起，个人养老金每年的参与率增长 2.4％，则每年个人养老金的增量会增长 561.49 亿元，可测算得 5 年内个人养老金

累计规模增量将增长至 8422.42 亿元，而 10 年内第三支柱养老金累计规模增量将达到 30882.21 亿元。 
 
作为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最直接受益者的商业银行，本报告假设其第三支柱养老金的资管规模占比为 80%，则未来十年

流入银行业的第三支柱养老金可达 24705.77 亿元。假设银行业从中获取的综合收益率为 5%，则未来十年银行业的利润

增量为 1235.29 亿元，利润增长空间可观，市场潜力巨大。在此条件下，若银行能够利用金融科技赋能养老金融的发展，

将实现促进养老产业金融转型升级、突破养老服务金融时空限制以及提升养老金金融保障专业性的作用。 
 
（2）金融科技在低碳经济转型中的作用 
金融科技在推动绿色银行业金融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利用金融科技手段可以有效提高绿色识别能力，降低绿色认证成

本，降低对绿色中小企业和绿色消费的融资成本，以及降低绿色资产的交易成本。一些金融机构还在建立个人和企业碳

账户，推动绿色农业、绿色消费方面的融资以及金融机构碳核等领域进行了新的有意探索。 
金融科技可以在有效提升银行业金融机构投融资决策效率的同时，帮助其实现环境与气候目标。未来金融科技在生物多

样性保护、普惠金融、绿色农业、转型金融等领域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与丰富的应用场景。金融科技与绿色金融的深度

融合将加速推动中国‘双碳’目标的实现。 
 
（3）金融科技在支持个人信贷和小微企业融资中的作用 
金融科技有助于转变信贷投放模式，将大大提升金融机构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减少银行和微观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更加凸显信息收集和处理在风险定价中的重要作用。此外，基于信用分析的信贷占比将逐步提升，帮助资产规模较小、

经营水平良好、还款意愿较强的小微企业和个人会获得金融机构的风险再定价，从而提升获取金融资源的能力和概率。

另外，金融科技在信贷领域的逐步应用将会有效缩短审批流程，提升信贷发放效率。最后，大数据能够帮助银行建立科

学有效的信评模型，有助于降低违约风险。 
 
（4）金融科技对反洗钱和欺诈的监控识别效应 
金融科技以数据为基石，挖掘、整合和利用大数据资源。此外，金融科技可利用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实现洞

察风险和穿透式监管。金融科技还可帮助银行实时动态监测金融活动。最后，金融科技可以使数据在银行和监管机构之

间交互共享，打破信息壁垒。基于上述的金融科技的特点及优势，其在银行业反洗钱的初步融合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且在未来将持续发挥重要作用。 
 
（5）金融科技在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 
金融科技将推动银行业服务从线下向线上、线下并行的转移，切实解决“老少边穷”等营业网点覆盖率低的地区和“老弱

病残”等特殊群体的金融服务。这一优势在疫情后时代尤其显著。银行若利用金融科技优化“非接触式”服务可保障基本

金融业务不中断，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便利性将得到极大提升，从而极大拓展服务边界。此外，金融科技可实现线上信

息采集和数据分析，节约了金融决策成本和搜寻成本，从而有效降低交易成本。金融科技还将推动金融风险防控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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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控、智能风控、动态风控转变，有效降低风险管理成本。最后，金融与人工智能、低代码、流程挖掘等多项技术的融

合运用将促进金融基础设施、业务模式、组织架构在多维度创新实践，推动银行保险机构业务流程重构、部门协同、资

源共享、业务衔接加速推进，强化制度执行和监督。 
 
4.1.3 技术端  
技术端部分，我们选择了 ABCDq 五大技术中科技最新、发展潜力最大的两大技术 A 和 q 进行展望分析，从而阐述其未

来在银行金融科技发展中的成长性。 
 
1） 人工智能篇： 
从技术趋势上看，银行业人工智能的前沿趋势已从两年前的自动因子发现、知识图谱与图计算以及隐私保护的增强分析

转换到以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和以物理信息神经网络（PINN）为代表的物理信息机器学习（PIML）。首先，

AIGC技术利用现有文本、音频文件或图像创建新内容的技术。AIGC领域以 GPT-4为典型产品，基于互联网可用数据训

练的文本生成深度学习模型，用于问答、文本摘要生成、机器翻译、分类、代码生成和对话。目前 GPT-4 更多被应用在

泛娱乐行业上，但如果将目光放得长远些，当此技术和商业策略足够成熟的时候，其在银行业的商业价值将不可估量。

因此，我们认为首先将 AIGC 技术与银行业务深度结合的公司将引领金融科技的发展，赋能三大应用（见表 7），带来

极高的经济价值。美国摩根士丹利银行已经成为了 AIGC 投顾业务的先行者（见案例分析）。本报告总结了 AIGC 在银

行领域的应用模式： 
 

表 7 AIGC 在银行业的应用模式 
应用类型 应用范例 
与机器人流程自动

化（PRA）相结

合，驱动业务数字

化转型 

智能客服 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的出现完美弥补了 RPA在自然语言处理上的缺陷，使得 RPA机器人能够理解

人类的语言并作出判断和决策，可大幅提升客户体验，降低客户服务成本，拓宽客户发展渠道。 
养老投资组合自动推荐，通过分析客户的基本信息（年龄、家庭收入、家庭结构、风险偏好）和客户提供的非结

构化的养老目标（如预期生活水准、消费习惯）和金融知识，提供容易理解且个性化的养老投资组合建议。 
反洗钱报告自动生成，通过告知 ChatGPT 具体的需求（报告的格式、内容），基于 RPA 所获取到的反洗钱数据，

可以自动生成标准化的反洗钱报告，提升内控合规关键环节的风险防控能力。 
嵌入办公软件，颠

覆传统办公模式 
银行拥有庞大的数据，其中文本数据在所有数据类型中占据了较大的比重，ChatGPT 在问答、情感分析、摘要生

成、文本生成等方面的出色表现，使其能够串联起需要人工介入的流程节点，给员工工作带来极大便利性。2023
年 3月 15日，微软已将 ChatGPT 整合进入 Word 和 Excel 软件中。  

能力再升级，树立

数字员工新标杆 
ChatGPT 的出现让数字员工业务处理能力不断增强， “一人多岗”成为必然趋势。基于逼真的智能对话能力，

ChatGPT 在执行外呼、邮件提醒等简单任务的基础上，可承接会议纪要、资料精细化检索等复杂功能。 
 

案例分析：摩根士丹利领先采用 GPT-4 提供投顾解决方案 
2023 年 3 月 15 日北京时间凌晨 1 点，OpenAI 正式推出 GPT-4 文本生成 AI 系统。摩根士丹利（以下简称为

大摩）则是这项最新的文本生成 AI 系统的首发用户。 
摩根士丹利正在推出一款由 ChatGPT 驱动的先进聊天机器人，以帮助该行的金融顾问团队。目前，其财富管

理部门首先将使用 ChatGPT 帮助约 1.6 万名顾问利用银行庞大的研究和数据储存库，让一位普通的顾问像首

席策略师一样知识渊博。ChatGPT 利用了大摩一个存储了包括投资战略、市场研究以及分析师观点的多达数

十万页内容库，实时回答投资顾问的任何问题。大摩将持续使用 300 名顾问测试这款人工智能工具，并计划

在未来几个月广泛推广。 
信息来源：Morgan Stanley, Morgan Stanley Wealth Management Announces Key Milestone in Innovation Journey with OpenAI, 2023 年 3 月 14 日 

 
PINN（物理信息神经网络）则是一类用于解决有监督学习任务的神经网络，它不仅能够像传统神经网络一样学习到训

练数据样本的分布规律，而且能够学习到数学方程描述的物理定律。与纯数据驱动的神经网络学习相比，PINN 在训练

过程中施加了物理信息约束，因而能用更少的数据样本学习到更具泛化能力的模型。PINN 在金融衍生品定价方面能够

解决一般有限元或者有限差方法很难求解的高维度问题。因此，掌握并熟练应用 PINN 的银行将在复杂衍生品中间业务

中占据重大优势。PINN 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已经得到了初步的探索。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已经开始探索使用 PINN 求解多资

产的 Black-Scholes 方程以解决期权定价问题。此外，在美联储加息，收益率倒挂的市场背景下，银行存贷业务受压，中

间业务成为盈利主力。在包括远期外汇买卖、外汇期货等中间业务的金融创新中，运用物理信息神经网络进行衍生品定

价是绝对的技术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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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运用物理信息神经网络进行衍生品定价是绝对的技术前沿。左图：物理信息神经网络可轻松求解 Ivancevic非线性期权定价模型（BS 方程的替代

方案，描述与非线性薛定谔方程有关的受控布朗运动，传统数值方法无法直接求解）右图：物理信息神经网络可以直接求解美式期权和各种奇异期权

（如雪球）的希腊字母。右图为美式看跌期权的 Gamma 
 
2） 量子技术篇： 
在量子技术中，我们长期看好量子通讯和量子计算。量子通讯以量子秘钥分发（QKD）为主要突破方向。QKD 是一种

密钥的安全传输方式，其可以在两个相距遥远的通信端之间进行密钥的发送。在保密通信的过程中，需要用密钥加密和

解密信息，这一特性保证了信息的安全性。与传统方式不同，量子密钥分发理论上是无条件安全的，其安全性由量子力

学的基本原理保证，即为量子是不可克隆的。因此，任何对量子密钥分发过程的窃听都有可能改变量子态本身，造成高

误码率，从而使窃听被发现。量子通信技术因为其高安全性，必将长足推动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发展。 
 
量子计算是一种利用叠加和纠缠等量子现象来执行计算的技术。一般来说，量子计算需要通过亚原子粒子的量子特性来

实现，如电子的自旋和光子的偏振。在数字计算机中，每个二进制位代表的值要么是 0，要么是 1；而量子位同时代表 0
和 1（或者两者的某种组合），这种现象叫做叠加。量子纠缠则是指一对或者一组量子元素之间的一种特殊联系。无论

相距多远，改变一个元素的量子态会立即影响另一纠缠元素。因此，在摩尔定律突破受到挑战的情况下，人类未来的算

力发展只能依靠量子计算。这是因为增加量子位的数量会使量子计算机的计算处理速度呈指数级增长，甚至能在短期内

破解支撑金融稳定的密码技术。量子计算机的超高算力甚至可能会威胁金融稳定。谷歌和瑞典皇家理工的研究人员发现，

使用一台仅仅两百万量子比特的计算机，就可以在 8 小时内破解 2048 比特的 RSA 加密算法（参考文献：谷歌和瑞典皇

家理工 , “How to factor 2048 bit RSA integers in 8 hours using 20 million noisy qubits”,2021 年 4 月 15 日发布与 Quantum 期

刊）。RSA-2048 是一种广泛应用在国防安全和金融领域的算法，且被认为是不可能被破解的。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
甚至预测，量子计算机能够破解支撑金融稳定的密码技术（IMF，《量子计算面临的机遇和风险》，2021年 12月发布于

《金融与发展》）。随着量子霸权的逐渐逼近，银行等金融机构迫切需要加入这场变革。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来说，我

们预测了两种变革模式：1）主动引领：大型商业银行投入海量资金，一切为了打赢 “量子军备竞赛” 。2）被动跟随：

随着量子算力的不断增长，一些传统的加密方式不再安全，中小型银行必须跟随采用 “量子安全” 的加密手段。 
 

 
图 10 左图：比特和量子比特的区别；右图：主动引领和被动跟随两大变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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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量子计算及量子技术两大变革模式图解和量子技术里程碑。量子技术自 2010 年以来进步明显增快，距离实用化越来越近。（团队根据公开信息

整理，参考资料见附录） 

 

量子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其近年内与海内外银行进行多项合作，取得初步成功。以下表格罗列了量子技术在银行领域的
最新政策和进展。中国银行业从 2015 年就开始探索量子技术，目前已走在世界前列。 

表 8量子技术在银行领域的最新政策和进展-中国走在世界前列 
银行主体和量子技术服务商 政策和应用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科技发展规划

(2022 年-2025 年)》（以下简称《规

划》） 

2022年 1月，中国人民银行在《规划》中强调，运用量子技术突破现有算力约束、算法瓶颈,提升

金融服务并发处理能力和智能运算效率,节省能源消耗和设备空间, 逐步培育一批有价值、可落地

的金融应用场景 
工商银行+国盾量子 2015年率先应用量子保密通信技术实现了该行北京分行电子档案信息在同城间的加密传输。 

2017年将量子保密通信技术应用到了其 “两地三中心” 架构下的京沪异地广域网应用中。 
2021年工商银行首次将量子随机数应用在客户登录、支付结算、资金交易等重要金融场景。 

建设银行+本源量子 2021年 2月，建设银行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本源量子共同发布了国内首批量子金融算法，包括“量子

期权定价算法”与“量子 VaR值估计算法”。近期，建设银行又推出了“量子贝叶斯网络算法”和“量
子投资组合优化算法”，利用量子金融云平台完成了更多算法探索。 

平安银行+本源量子 2023年 2月双方首次牵手合作，开展量子金融算法在金融风控领域的研究与落地。 
摩根大通+IBM 2019年，IBM使用量子蒙特卡洛法协助摩根大通进行期权定价。 

2022年，摩根大通表示要将量子计算应用于交易策略、投资组合优化、资产定价和风险分析等领

域。 
DGB 大邱银行+SK 电讯 2020年，韩国第一大电信运营商 SK电讯于将其 5G量子保密通信技术应用于 DGB大邱银行的移

动银行应用“IM Bank”。 
参考文献：1.中国人民银行 《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 年-2025 年)》；2.中国工商银行，2021 年年报；3. 金融电子化杂志，建行：下好先手棋，打造量子金融的“盾与矛”；4. Inside IBM Research, 
Quantum Computing Gains a First Foothold in Investment Banking；5.新华社，平安银行“牵手”量子公司，探索量子计算在反欺诈、反洗钱等金融领域应用；6. HPCWire, JPMorgan Chase Bets Big on 
Quantum Computing；7. Finextra, DGB Daegu Bank uses quantum cryptography to protect app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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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核心成功要素 
金融科技的发展需要依托先进的技术手段和良好的政策环境，同时金融科技也需要深深扎根于/植入银行的产品、服务

和业务流程。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创新，监管政策的不断完善以及应用场景和功能的不断扩大，金融科技将会在银行

业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图 12提高行业应用、根植政策法规、发展底层技术是金融科技的三大成功要素。 

 
4.3 投资机会评价/ 行业发展瞻望 

4.3.1 投资机会 
在传统银行股中，我们看好引领金融科技革新的银行。我们根据银行在 ABCDq 五大领域的发展水平和其在金融科技中

的投入、金融科技员工占比以及信息化程度进行打分，设计了金融科技发展指数。并结合全国所有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

行的相关数据对其进行综合性打分，从而推荐金融科技发展指数前 10 名的银行如下。 
 

表 9 传统银行业金融科技表现分析 
公司 2022 年金融

科技投入

（亿元） 

2021 年金融科

技投入 
（亿元） 

2020 年金融

科技投入

（亿元） 

2022 金融科技

员工占比 
（%） 

2022 年金融科技

与同年营收占比 
（%） 

ABCDq 技术评分 
（5     满分）* 

金融科技发

展指数 
（10分满

分） 
工商银行 262.4 259.9 238.1 8.3 2.8 

 

10 

建设银行 232.9 235.8 221.0 4.2 2.8 
 

10 

招商银行 141.7 132.9 119.1 9.6 4.1  10 

中国银行 215.4 186.1 167.0 3.5 3.5 
 

9 

平安银行 69.3 73.8 72.1 22.0 3.9 
 

9 

浦发银行 N/A* 67.0 57.1 3.5 N/A* 
 

9 

邮储银行 106.2 100.3 90.2 3.3 3.2 
 

8 
交通银行 116.3 87.5 57.2 6.4 4.3 

 

8 

农业银行 232.1 205.3 183.0 2.2 3.2 
 

8 

中信银行 90.0 75.3 69.2 8.4 4.3 
 

8 

注释：ABCDq 技术评分根据各银行在 A、B、C、D、q 领域的表现进行评分。每颗       的位置分别代表一项技术，如第一       代表银行在 A 技术中的表现，第二颗       代表银行在 B 技术中的表现，以

此类推。 
数据来源：各银行年报及 choice 金融终端 *年报中未公开 
 
银行技术服务商方面，本报告采用了五大技术分析指标类型，对金融科技指数（399699.SZ）的 92 个成分股最近四个月

的表现进行了量化多因子分析，并罗列出了买入信号最强的 10 家银行技术服务商企业，我们推荐在投资区间内超配这

些标的（量化代码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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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银行技术服务商买入信号最强的 10 家公司（2023年 4月 15 日分析结果） 

 

 
 
为验证上文使用的选股策略的可行性，我们使用 2023年 2月 28日之前的数据作为已知数据分别做了 14和 30日的回测。

可以看到，30 日回测收益达到 4.38%，年化收益高达 77.06%。表明此策略能在月内产生可观的正向回报。14 日回测的

低收益率可能是因为信号不稳定或者受硅谷银行破产类负面消息致使金融科技股票短期承压导致的。在 30日的区间内，

以沪深 300 为基准，以 10 年期国债利率为无风险利率，策略的夏普（Sharpe）比率为 0.996，信息比率为 0.061, 索提诺

比率（Sortino）比率为 0.154，最大回撤为-10.3%。可以推测，投资组合在回测区间内产生了可观的主动管理收益。 
表 11 量化选股策略回测结果 

数据来源： CEIC Data、Tu Share 
注释：年化无风险利率为 2023 年 4 月 14 日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 2.2828% 
 

4.3.2 基于随机森林和 SHAP 方法的投资收益与信号的归因分析（Attribution Analysis） 

通过 30 日周期的回测表现观察，本策略产生了可观的主动管理收益。通过归因分析能够更好的了解信号与回报之间的

相关关系，以更好的理解模型。我们使用了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回归器（r2=0.86），以收益为因变量，信号强

度为自变量，结合 SHAP 分析，对信号做出解释。SHAP 是一种经典的事后解释框架，可以对每一个样本中的每一个特

征变量，计算出其重要性值，达到解释的效果。 SHAP 分析后的蜜蜂图（Beeswarm）如下： 
 

 

4.3.3 银行金融科技行业发展趋势 

综合行业表现及市场趋势，本报告结合整理出以下银行业金融科技发展的八大趋势：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买入信号强度（满分为

7 分） 
300674.SZ 宇信科技 3.752739 

002439.SZ 启明星辰 3.422997 
300579.SZ 数字认证 3.338500 
300380.SZ 安硕信息 3.325833 

002530.SZ 金财互联 3.313287 

300339.SZ 润和软件 3.297310 
300348.SZ 长亮科技 3.286755 

300352.SZ 北信源 3.275773 
002268.SZ 电科网安 3.252571 
300205.SZ 天喻信息 3.240443 

回测周期，从 2023
年 2月 28 日 

投资组合周期

(年化)收益 
周期波动率 沪深 300周

期收益 
周期夏普比

率 
周期信息比

率 
周期 Sortino
比率 

周期最大回

撤 
+14 日 0.08% (2.06%) 2.7% -2.08% -0.577 0.045 0.012 -7.5% 
+30 日 4.38% (77.06%) 2.7% -0.76% 0.996 0.061 0.154 -10.3% 

图 14：多因子模型的 SHAP 分析。基于 SHAP 分析，我们可以看

到 OBV（能量潮），WEIGHT（在指数中的权重变化），MACD
（移动异同平均数）和 KDJ 为最重要的信号。排除异常值后，可

以观察到明显的量价效应：OBV指标高的有更明显的价格正向变

化。同时，如果个股的权重在指数中增加，即 WEIGHT 增加，指

数跟踪的基金会相应的增持。因此，在指数中权重上升的股票会

带来更优表现。最后，策略的动量和量价效应明显，金融科技板

块可能存在炒作风险。 

RSI 和 BOLL的重要性较低，是因为如 30日内的较短周期内，很

少有股票能达到买入/卖出信号。RSI 和 BOLL对长期策略更有

效。 

图 13量化多因子技术分析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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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银行业金融科技八大趋势 

 
我们对图中的每一趋势进行了分析、解释： 

趋势一：根据艾媒咨询披露，中国信创市场 2027 年有望达到 37011.3 亿元，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趋势二：根据 ICV智库预计，2025年，量子计算实用化，首先赋能金融产业，2030年量子计算预计实现 100万量子比特

算力。在 AIGC 领域，艾媒咨询预测 2023 年中国 AIGC 核心市场规模将达 79.3 亿元，2028 年将达 2767.4 亿元。中国互

联网的高度普及率，以及不断提升的企业数字化程度，为 AIGC 产业提供优渥的发展土壤，AIGC 市场可变现的商用场

景丰富且规模可观。 

趋势三：近年来，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绿色权益工具、绿色保险等领域的政策陆续出台，绿色金

融监管政策体系不断完善。随着 ABCDq 技术更加广泛的应用于可持续项目投融资、可持续项目贷款等方面，金融科技

和可持续金融场景融合探索进一步扩大。 

趋势四：中国政府网表示，有着约 5 亿常住人口的农村市场潜力巨大，是未来扩内需、稳增长的重要抓手。 十四五期间，

乡村振兴战略五年规划将进行 7 万亿投资。同时，我们测算，5 年内个人养老金累计规模增量将增长至 8422.42 亿元，而

10 年内第三支柱养老金累计规模增量将达到 30882.21 亿元，金融科技的发展将极大帮助银行进行养老金资产管理。  

趋势五：数字人民币试点已覆盖中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主要地区，运营主体扩展到多家主要银行。金融科技+
数字人民币将会是新的发展场景。 

趋势六：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陆续发布实施了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金融应用规范及移动金融客户端应用软件安全管

理规范等多个金融科技技术与应用标准，为金融科技标准化的实施提供了标准依据。通过金融科技认证和标准化服务工

作探索金融科技新模式、新经验，为金融科技创新发展提供解决方案。 

趋势七：2021 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金融数据监管政策，包括《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通知》、央行金融数据反

垄断治理、“断直连”文件、《征信业务管理办法》，以及《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将在确保个人隐私和

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建立数据流通机制，打破金融数据滥用、垄断的局面，探索实现更精准的数据确权，更便捷的数据

交易与更合理的数据使用。 

趋势八：国家“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提出，要探索建立金融科技监管框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伦

理审查规则。《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 年）》开篇提出健全金融科技治理体系，从加强行业自律角度提出加强

金融科技伦理建设，出台金融科技伦理制度、制定金融科技伦理自律公约和行动指南。健全金融科技治理体系将推动金

融科技行稳致远。 
 
5 风险管理 
5.1 宏观经济波动及下行 
宏观经济的波动或将对银行金融科技行业的发展施压，本报告整理出可能的四大宏观波动现象。1）国际贸易形势不确

定：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逐渐升温，一些国家实行的单边主义政策和制裁措施等也对全球贸易和经济形势造成了影响。

2）债务危机：由于新冠疫情等原因，许多国家和企业债务水平大幅上升，如果未来经济增长乏力，债务风险可能会进

一步加剧，引发全球债务危机。3）金融市场波动：随着利率、汇率等市场变量的波动，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也在加大，

随着硅谷银行、瑞士信贷等金融机构的破产重组，部分国家的股票市场和货币市场也会受到影响。4）后疫情时代经济

增长低迷：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包括供应链中断、投资下降、国际贸易减少、旅游业停滞等。伴随着

中美斗争日益严峻、科技制裁不断泛化、地缘冲突频发等因素，经济恢复进程将变得更加复杂和缓慢。这些宏观风险可

能会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就业和市场前景造成负面影响，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和解决。 

5.2 国家金融科技监管政策趋严 
当前金融科技与金融创新快速发展，导致金融业务边界逐渐模糊、金融风险传导不断突破时空限制，这一改变给金融稳

定等带来了新的挑战。国家从监管层面明确金融科技和金融创新的金融本质，将其逐步纳入金融监管体系，金融科技监

管近年来整体趋严。“增强金融普惠性”、“全面纳入监管”、“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加强消费者个人权益保护”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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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金融科技发展新方向。总体来看，围绕完善金融科技监管体系的相关措施正在逐步补齐，金融科技监管政策在可预见

的未来仍将处于严格监管的核心地带。 

5.3 ABCDq 技术发展速度及应用效果不及预期 
随着 ABCDq 金融科技被银行业逐渐广泛使用，其带来的潜在风险不容忽视。本报告整理出此领域值得关注的三大风险

进行阐述。 
1） 量子技术应用不成熟：量子计算机的运行和结果受到多种环境扰动的影响，可能会产生不准确的结果，

这可能会对金融业的决策和风险控制产生影响，而量子纠错成本却非常高。同时量子计算机的制造和维护成本较高，

对环境要求苛刻（一般要求接近绝对零度），目前还存在很多技术上的难点和风险，如量子纠错、量子通信、量子

编码等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导致金融业应用中出现技术故障或无法大规模应用。 
2） AICG大模型有待提升：AIGC模型的初始方法是有监督的机器学习，在特定领域应用中的准确性和泛化

性需要进一步平衡，对于未知的风险和新的数据类型可能会产生无法预测的结果，这可能会给金融市场和投资者带

来风险。此外，随着 AIGC 模型复杂度和数据规模的提升，其算力困境不仅涉及到技术和硬件方面的问题，还涉及

到成本和可持续性等问题。 
3） 伦理和道德风险不容忽视：CFA协会在《投资管理中的道德和人工智能——为专业人士提供的框架》中

提出了在投资过程中使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所衍生的一系列问题，如人工智能在获取和处理数据中存在的数据完整

性和潜在偏差的问题，以及人工智能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和问责制缺失的问题。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应用还会涉及到

信息隐私和安全的问题，以及人工智能的偏见和歧视问题。 

5.4 AIGC 面临数据保护的困境和监管的严格限制 
AIGC 模型涉及大量的金融数据和交易信息，此类智能化工具已暴露出跨境数据泄露等风险。 

1） 国外率先开展针对ChatGPT的调查：3月31日，意大利个人数据保护局宣布禁用ChatGPT，限制OpenAI
处理本国用户信息，同时开始立案调查。4 月 4 日，加拿大隐私专员办公室（OPC）宣布对 OpenAI 展开调查，该调

查涉及“OpenAI 未经同意收集、使用和披露个人信息”的指控。 
2） 国内出台首个针对 AIGC 的立法：4 月 10 日，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发布了《关于支付行业从业人员谨慎使

用 ChatGPT 等工具的倡议》，呼吁支付行业从业人员要遵守所在地区的网络使用规定，正确认识和全面评估使用

ChatGPT 等工具处理工作内容的风险，严格遵守国家及行业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不上传国家及金融行业涉密文件及

数据、本公司非公开的材料及数据、客户资料、支付清算基础设施或系统的核心代码等。4 月 11 日，国家互联网信

息办公室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标志着中国针对 AIGC 的监管和规范已经提上日

程。 
 

与此同时，其他部分国家也表达了类似的政策倾向，未来 AIGC 的应用可能会面临不同司法辖区的法律限制，影响其在

金融行业的应用场景和落地速度。下表总结了四个 AIGC 应用的困难的解决方案。 

表 12 面对 AIGC 风险的可行方案 
困难 描述 解决方案 
ChatGPT 无开放标

准知识接口，商业应

用落地存在壁垒。 

OpenAI 在开发和训练 ChatGPT 时使用的公开互联网知识库包罗万象，

理论上可以解决公域使用场景下的所有文本生成问题，但是在银行业务

和经营中的使用涉及各类内部知识，包括数据、管理制度、工作规范等

等，要在实际应用领域获得大量语义数据并进行大量训练，初始使用成

本极高。 

国产 AIGC: 复旦大学 “MOSS”, 百度 
“文心一言”，阿里“通义千问”等。可

以利用迁移学习在已有的 AIGC模

型基础上再次训练银行业务相关的

内容。 
ChatGPT无法联网

实时更新数据库 
当前 ChatGPT 开放的功能均是建立在 OpenAI 使用 2021年前收集的语料

训练基础上实现的，一方面 ChatGPT 无法就最新的事件和问题作出回

答，另一方面未知的知识库更新方式和训练所需的计算资源也是其在实

际商业活动中落地的阻碍。 

提高数据收集频率，实现高可靠性

的“边使用，边训练”。 

ChatGPT 的初始方法

是有监督的机器学

习，在特定领域应用

中的准确性和泛化性

需要进一步平衡 

纯机器学习模型相比当下银行智能客服等多用的基于规则的模型在准确

性上相对较弱，可能影响客户满意度，同时可能会将在模型训练初期训

练者的个体逻辑引入实际的商业活动，带来潜在的风险。 

仔细筛选训练语料库，增加银行相

关业务的“硬边界”，提升业务可靠

性。 

存在明显的数据泄露

风险和科技伦理问题 
从目前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来看，ChatGPT 的开发者 OpenAI 具有较大

的市场竞争优势，银行与技术提供方之间存在的技术壁垒导致其在银行

落地应用的安全性存疑；与此同时，由于技术本身具有可拓展的性质，

其此前涉及的作弊、剽窃等伦理问题可能在商业活动中被放大。 

与监管方进一步合作，探索相关领

域的法律和道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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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金融研究院，数实共生·2022 金融科技十大趋势展望，2022 年 4 月 15 日 
北京金融科技产业联盟，银行业云原生技术发展实践及展望，2022 年 7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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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货币基金组织，Quantum Computing and the Financial System: Spooky Action at a Distance?（量子计算和金融系
统：远距离幽灵般的运动？），2021 年 3 月 12 日 
世界货币基金组织,量子计算面临的机遇和风险-量子计算机能够破解支撑金融稳定的密码技术，2021 年 12 月 
BME Inetch, A Structured Survey of Quantum Computing for the Financial Industry(量子在金融领域的结构化调查)，
2022 年 4 月 22 日 
JP Morgan 和芝加哥大学等，A Survey of Quantum Computing for Finance，(金融量子计算调查),2022 年 6 月 27 日 
NTT，Quantum computing in finance-Quantum readiness for commercial deployment and applications (量子计算机与金
融-商业化应用量子计算的时机) ，2022 年 1 月 20 日 
ICV Tank、光子盒，全球量子通信与安全产业发展展望，2023 年 2 月 
Rafał Pracht，The pricing of American options on the Quantum Computer (使用量子计算机定价美式期权)，2023 年 1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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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农工和南洋理工大学 Neufeld 等，Quantum Monte Carlo algorithm for solving Black-Scholes PDEs for high-
dimensional option pricing in finance and its proof of overcoming the curse of dimensionality （量子蒙特卡洛求解 BSM
高维期权定价模型，解决维度诅咒问题），2023 年 1 月 24 日 
莱比锡大学和 IBM，On the potentials of quantum computing – An interview with Heike Riel from IBM Research （量
子计算机的潜力-与 IBM Heike Riel 的访谈）,2023 年 1 月 4 日  
IBM 量子技术实验室，Quantum Computing for Finance: State-of-the-Art and Future Prospects(量子计算与金融，最
新进展与未来展望)，2020 年 11 月 5 日 
麦肯锡，Quantum Computing: An emerging ecosystem and industry use cases (量子计算-新兴生态系统和行业案例)，
2021 年 11 月 
麦肯锡，How quantum computing could change financial service (量子技术怎样改变金融服务？),2020 年 12 月 
牛津大学和 Quantinuum 公司，Grammar-aware sentence classification on quantum computer（语法感知的量子计算
机句子分类），2023 年 1 月 6 日 
1.6 人工智能与道德框架 

CFA 协会，Ethic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Investment Management, 2022 年 10 月 12 日 
 
 
 

2 金融科技投入和财务表现的方差-协方差分析和 LASSO 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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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金融科技量化多因子策略和归因分析 （Python 实现） 
通过对中证金融科技（399699.SZ）指数的个股进行量化多因子选股。因子包括 

• 趋向指标 

• 反趋向指标 

• 压力支撑指标 

• 量价指标 

• 指数权重增长指标  

并选出买入信号最强的 10 家金融科技公司，并推荐超配这些标的。 随后，以 2023 年 2 月 27 日之前的数据
为已知数据，对 2 月 28 日之后+14 天和+30 天的投资表现进行回测。30 日回测收益达 4.38%，夏普比率为
0.996； 结合随机森林模型和 SHAP 分析，团队对因子进行了归因分析，发掘了重要的量价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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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际金融科技细分行业一级市场融资历史 
表 1 国际数字银行企业及银行技术服务商企业融资历史 

数字银行企
业名称 

公司类型 成立时间、
国家 

历史交易次数 交易金额 交易时间 投资方 

Zopa 
 

互联网数
字银行 

2005 
英国 

共 9 轮融资，最
新一轮为 A 轮 

共融资 6.32 亿英镑，
最新一轮融资 7500 万
英镑 

2014-01-29  
至  2023-02-
02 

软银愿景基金、摩
根大通、AIG 等 

Qonto 互联网数
字银行 

2016 
法国 

共 7 轮融资，最
新一轮为风险投
资 

共融资超 6.30 亿欧元 2017-01-20 
至  2022-04-
21 

腾讯、老虎环球基
金、DST、Valar 等 

Starling Bank 互联网数
字银行 

2014 
英国 

共 10 轮融资，最
新一轮为 D 轮 

共融资 7.3 亿英镑及
4430 万欧元，最新一
轮融资 1.3 亿英镑 

2018-04-24 
至 2022-04-26 

高盛、富达、JTC等 

Monzo 互联网数
字银行 

2015 
英国 

共 10 轮融资，最
新一轮为 H 轮 

共融资超 8.52亿英镑，
最新一轮融资 3.9亿英
镑 

2017-11-06 
至 2022-02-08 

腾 讯 、 ADG 、
Coatue 等 

N26 互联网数
字银行 

2013 
德国 

共 10 轮融资，最
新一轮为 E 轮 

共融资 7.72 亿美元及
8.15 亿欧元，最新一轮
融资 7.75 亿欧元 

2013-05-01 
至 2021-10-18 

腾讯、Coatue、维
港 投 资 、 Valar 
Ventures 等 

Chime 互联网数
字银行 

2021 
美国 

共 9 轮融资，最
新一轮为 G 轮 

共融资 22.5 亿美元，
最新一轮融资 7.5亿美
元 

2013-08-30 
至 2021-08-13 

红杉、DST、Aspect 
Ventures 等 

Revolut 互联网数
字银行 

2015 
英国 

共 9 轮融资 共融资超 16 亿美元，
最新一轮融资 550 万
美元 

2017-06-30 
至 2021-08-11 

软银愿景基金、老
虎环球基金、DST
等 

银行技术服
务商企业名
称 

公司类型 成立时间、
国家 

历史交易次数 交易金额 交易时间 投资方 

FNZ 金融科技
服务商 

2003 
新西兰 

共 8 轮融资，最
新一轮为风险投
资 

共融资超 1407 万英
镑，最新一轮融资 177
万英镑 

2020-09-24 至
2022-09-29 

Hokus Platform、
Nokkel、Timeline
等 

Mambu 银行及金
融机构的
软件基础
设施供应
商 

2011 
德国 

共 7 轮融资，最
新一轮为 E 轮 

共融资超 3.9 亿欧元，
最新一轮融资 2.4亿欧
元 

2011-01-26 
至 2021-12-09 

EQT AB、TCV、
Acton Capital 等 

Subaio 
金融科技
服务商 

2016 
丹麦 

共 3 轮风险投资，
最新一轮为 A 轮 

共融资超 426 万美元 2018-06-13 
至 2021-02-25 

Global PayTech 
Ventures、Plug and 
Play 

5 各细分行业代表公司的技术表现 

以下表格选取各细分行业的代表公司在 ABCDq 中的技术表现进行罗列展示。 

表 2 传统银行业 ABCDq 典型运用案例 
代表公司 技术表现 

建设银行 A（人工智能） • 人工智能(AI)平台升级至云原生架构，建成完备的数据标注、模型训练、服务部署端到端

能力 
• 在计算机视觉、智能语音、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图谱、智能决策五大领域的 AI 服务累计

支撑 617 个应用场景 
• 构建审单知识图谱体系，同业首家在信用证审单场景落地人工智能应用案例 

B（区块链） • 打造统一的区块链服务平台，实现可信数据交换和安全加密隐私保护，支撑贸易融资、跨
境支付等 16 个业务领域，落地 40 个应用场景 

• 连续三年入围“福布斯全球区块链 50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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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云计算） • 持续推进软件定义网络(SDN)的全面部署，打造了国内金融行业首家 SRv6 智能云骨干网
络 

• 同业率先实现“多专区多地域多技术栈多芯”布局，提供标准算力规模超 20 万台云服务器 
• 构建企业级数据共享安全计算平台，落地隐私保护计算技术，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 

D（大数据） • 自主研发大数据云平台，实现了同业最大的存储计算分离数据库处理集群，计算节点数量
1.8 万个，实现全量业务数据入湖 

• 有效支持客户旅程等 100 多个实时业务场景应用，实现全部 37 家分行大数据分析挖掘云
上处理和集约化管理 

Q（量子技术） • 提出量子金融（即 Financial-Quantum）概念 
• 在国内率先成立量子金融应用实验室，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机构联合发起中国计算机学

会量子计算专业组，共同推进量子信息技术前瞻性研究和创新性探索 
• 于 2019 年完成了算法选型与原型验证工作，在金融行业率先提出“两把锁”的抗量子安全

增强解决方案 
• 自主研发了量子金融云平台，目前已经进入内部测试阶段 
• 发布了国内首批量子金融算法，“量子期权定价算法”增强中间业务盈利能力，“量子 VaR 值

估计算法”降低了市场风险 
• （https://new.qq.com/rain/a/20220309a09ros00） 

平安银行 A（人工智能） • 搭建离线、近线和在线推荐引擎，支撑亿级用户的秒级实时性推荐，月均触客数同比增长

约 11% 
• 基于虚拟数字人技术、智能引擎和音视频平台，节省运营成本约 30 人/年 

B（区块链） • 基于分布式数字身份（DID）技术，2022 年完成数字口袋所有用户的数字身份认证 
• 通过“平银数字存证”平台，为 52 个“平安公益”项目、超 50,000 笔捐赠提供区块链存证服

务 
C（云计算） • 平安金融累计互联网用户数量 4 亿+，交易规模 10 万亿+ 

• https://mp.weixin.qq.com/s/-qheP2XpoUF767q3iCK1pg 
• IaaS、PaaS 和 DevOps 三大基础平台推动技术转型 
• 开发、测试环境全部实现云上部署，生产环境运行了包括腾龙核心系统应用集群在内的 300

余套应用。 
• https://www.sohu.com/a/335904999_185201# 

D（大数据） • 将多模态识别技术应用于消费金融业务，通过融合视频、图像、音频、语义等多维信息，

有效提升面审环节的风险识别率 
• “新一贷”业务通过流程自动化节省人力成本 420 万元/年 
• 自主研发金融市场业务数据模型，通过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实现查询、传输、存储过程

的数据结构一致 
Q（量子技术） • 公司探索量子计算、量子通信在金融建模、隐私安全等领域的应用 

• 平安银行与本源量子将共同开展金融欺诈等领域量子金融算法的研究与落地，并使用量子

计算机真机验证，双方将合作探索量子算法在金融具体业务场景上的应用 
• https://bank.cngold.org/c/2023-02-01/c8509082.html 

数据来源：各机构年报 
 
表 3 数字银行业 ABCDq 典型运用案例 
代表公司 技术表现 

网 商 银 行

（Alibaba） 
A（人工智能） • 网商银行将人工智能技术全面应用于风控，运用实时图计算引擎，沉淀了风险识别、风险

决策、风险分析的技术体系，人工智能风控模型超过 100 个。 
B（区块链） • 率先将区块链技术运用银行间合作 

• 通过区块链技术存储智能合约，使得合作银行共同服务用户时，双方数据可用不可见，且
不可篡改 

C（云计算） • 第一家将核心系统架构在云上的银行，每秒可支持 5 万笔交易 
• 同时通过三地五中心架构，任何一地遭受意外状况，都可保障用户服务不受影响 

D（大数据） • 通过整合阿里巴巴集团内的商流、资金流、信息流以及菜鸟的物流数据，搭建全网商品估
值模型，对几乎所有消费品类都可实现精准估值和动态预测 

q（量子技术） • 2017 年，国内云服务商阿里云在深圳披露全球首个云上量子加密通讯案例，网商银行采用
量子技术在专有云上完成了量子加密通讯试点 

微 众 银 行
（Tencent） 

A（人工智能） 联邦学习合作生态；金融智能服务 
• 精准营销 
• 智能资管 

B（区块链） • 底层开源平台 FISCO BCOS 
• 隐私计算 
• 金链盟 
• 分布式数据传输协议 

C（云计算） • 基于分布式架构的银行核心系统 
• 高扩展性金融云 
• 场景 SDK/API 

D（大数据） • 大数据风控 
• 精准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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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运维 
• 大数据平台套件 

Q（量子技术） • 依托量子保密通信平台，对业务数据进行远距离传输，保障数据的不可破解和密钥传递中
的不可窃取和篡改 

数据来源：各机构年报 
 
表 4 银行技术服务商企业 ABCDq 典型运用案例 
代表公司 技术表现 

恒生电子 A（人工智能） • 恒生金融知识图谱工具平台实现客户本地化平台落地 
• 本地计算提供数据服务包括股权、疑似实控人、疑似受益所有人、一致行动人、图谱关系数据服务、

集团户等 
B（区块链） • 恒生区块链发布 H-BaaS，范太链数字资产平台两款产品 

• 全年签约客户 24 家，完成了政府侧、产业侧的场景落地，同时也顺利完成了首笔区块链金融信贷业

务 
C（云计算） • 主要核心产品为一站式云服务解决方案，IaaS+PaaS+SaaS 层云计算服务 

• 主要功能为基于云的投资交易、估值、托管清算、投资监督、信息披露、绩效评估及风险管理、算法
交易等 

D（大数据） • 恒生发布恒生数据库产品 LightDB 企业版，同时完成信创软硬件平台测试及认证，联合恒生新一代 TA
打造信创样板并在东吴证券首家上线 

• 投资建设金融云计算服务平台与金融大数据支撑平台开发与应用项目、金融大数据基础架构项目、重
大基于大数据的智能投顾服务平台等项目 

神州信息 A（人工智能） • 将人工智能知识图谱引入场景金融和开放银行，在智能营销、智能风控等领域进一步加强开放银行的
竞争力 

• 金融超脑项目聚焦金融场景，构建 AI 全场景解决方案，提供一站式 AI 开发平台 
• 金融人机交互产品构建了人机对话系统平台 
• 公司参与了《人工智能算法金融应用评价规范》标准的制定，将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及最佳实践输出

为标准成果 
B（区块链） • 依托领先市场的区块链底层技术平台 Sm@rtGAS，自主研发打造出一套完整数字人民币解决方案—数

字人民币综合服务平台，帮助银行积极布局数字人民币生态体系 
• 公司为建设银行落地实施的“基于区块链的供应链金融企业应收账款融资系统”应用案例选中并编入

国际标准 ISO/DTR 3242《区块链与分布式账本技术用例》，为核心系统、开放银行等相关领域的行业

标准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C（云计算） • 主要包括分布式应用平台和容器云 

• 分布式应用平台的主要内容是单元化架构版本研发、优化微服务管控平台管理端、云原生架构技术预
研及服务网格产品研发 

• 容器云项目帮助客户采用云原生技术加快数字化转型与上云改造，实现 IT 架构升级和业务创新；同
时作为 ModelBank5.0 战略中核心底座 

D（大数据） • 农业领域，公司已累计建设 8 个国家级单品大数据平台和 15 个区域单品大数据平台 
• 税务领域，公司成功签约金税四期业务，帮助海南、四川、江苏、河南等税局建设大数据系统，为海

南税务局搭建发票风险模型 
• 研发领域，基于高性能、高可靠数据传输技术，支持大数据场景下数据交换与清洗加工 
• 基于税银直连场景，为银行提供配套的数据解析，指标加工，风控模型服务，帮助银行等金融机构在

企业线上信贷风控环节提供大数据决策支持 
Q（量子技术） • 先后签约北京、蚌埠等城域网项目、量子保密通信骨干网络项目、量子网络平台网管软件等十余个项

目，业务规模进一步扩大 
数据来源：各机构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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