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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行业智能体设计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金融行业智能体的设计、开发、部署及运维，涵盖智能客服、智能投顾、智能风控、

智能合规等应用场景，确保智能体在业务场景中的高效性、安全性及合规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5273-2020《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JR/T 0171-2020《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技术规范》 

ISO/IEC 27001:2013《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金融智能体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具备环境感知、策略生成、自我校验及人机协作能力的自动化决策系统。 

 

分层架构 

将智能体系统分为基础工作流层与动态智能体层，实现风险隔离与效能提升。 

 

认知降维 

将复杂业务逻辑封装为功能明确、接口简洁的“认知单元”，降低智能体决策难度。 

 

可解释性 

智能体输出附带可读的决策依据，支持人类监督与审计。 

4 设计原则 

1. 架构分层 

基础工作流层：固化高频、高确定性的操作，如支付清算中的账务核对、风控系统中的黑名单筛查。 

动态智能体层：处理需要灵活响应的场景，如财富管理中的个性化方案生成、信贷审批中的风险评

估。 

关键节点：在动态智能体层设置人工确认机制，确保重要决策的人为把控。 

2. 工具生态 

认知降维设计：将复杂业务拆解为独立工具，每个工具仅暴露必要参数，并嵌入业务规则的自然语

言解释。 

自解释性输出：工具输出附带决策依据，如风险评估工具标注影响评分的关键因子（如近期交易频

率异常、资产负债比波动）。 

3. 成本效能 

价值密度优先：深耕细分场景，建立可复用的能力模块，避免追求“全能型”系统。 

认知成本纳入评估：包括错误决策的修正成本、过度自动化导致的客户信任损耗、系统黑箱引发的

监管沟通成本等隐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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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投资回报率（TI-ROI）模型：包含直接成本（算力、开发投入）、风险成本（错误率×总操作

次数×单次错误损失）、机会成本（资源错配导致的业务损失）。 

5 功能要求 

1. 环境感知 

实时数据采集：从金融机构内外部获取与业务相关的数据，包括客户信息、交易记录、市场数据等。 

监管文件解析：自动捕捉监管文件的关键变更，及时调整业务策略以确保合规运营。 

2. 策略生成 

个性化方案生成：根据客户风险偏好、资产状况和市场趋势，动态调整投资组合或信贷方案。 

风险评估与预警：建立风险评估模型，对客户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进行评估，并实时

预警潜在风险。 

3. 自我校验 

多维度合规检查：在执行交易前自动触发合规检查，确保交易的合法性和安全性。 

决策质量评估：定期评估智能体输出的质量，根据反馈进行改进。 

6 安全与合规 

1. 数据安全 

数据加密：对敏感数据进行加密处理，确保数据在传输和存储过程中的安全性。 

访问控制：实施严格的访问控制策略，确保只有授权人员能够访问敏感数据。 

2. 系统安全 

抗攻击能力：具备较强的抗攻击能力，防止恶意攻击导致的数据泄露或系统瘫痪。 

安全审计：从数据输入到决策输出的全链路留痕，捕获决策过程中的关键推理节点，满足监管审计

要求。 

3. 合规性 

监管政策应对：建立合规性检查机制，确保智能体系统符合金融监管要求。 

合规性评估：定期对智能体系统进行合规性评估，及时发现并整改合规问题。 

7 运维与优化 

1. 运维工具 

自动化运维：构建完备的端到端的自动化ITOM运维工具体系，提高运维效率。 

监控与预警：实时监控智能体系统的运行状态，及时发现并处理异常情况。 

2. 持续优化 

模型迭代：定期评估智能体模型的性能，根据业务需求和数据变化进行模型迭代和优化。 

反馈机制：建立用户反馈机制，收集用户对智能体系统的意见和建议，持续改进系统性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