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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5G 与人工智能的结合创新不仅促进了各自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在金融行业展现出广泛的应用潜力，

引领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的持续革新。本文详尽探讨了 5G 和人工智能的核心特性，定义了二者融合创新的概念框架，并

深入分析了它们在客户服务、市场推广、运营管理、资金筹集、投资咨询和风险控制等关键领域的综合应用。同时，本文

还探讨了构建 5G 与人工智能融合创新机制的途径，为金融机构在金融服务创新、产品开发和风险管理方面提供了宝贵的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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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Application of 5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es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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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5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ot only foste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each technology but also demonstrate extensive application potential in the financial industry, leading to continuous 
innovation in financial products and service models. This paper thoroughly investigates the core characteristics of 5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efines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their integrated innovation, and deeply analyzes their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s in key areas such as customer service, marketing, operations management, capital raising, 
investment consulting, and risk control. Additionall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athways for constructing a mechanism 
for the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5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viding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financial service innovation,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risk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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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金融监管部门从战略层面发布了《新一代

人工智能发展规划》《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

划（2019-2021 年）》，对 5G 建设和人工智能应用进

行布局谋篇，将 5G、人工智能的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

高度，极大地推动了 5G 商用进程和人工智能在各行

各业的应用。金融行业作为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

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金融资源配置和调节作用。银行等

金融机构作为金融行业的骨干力量，其在金融产品和

服务模式方面的改革和优化，能够有效地化解金融供

给和资源配置的失衡矛盾。5G 大规模商用和人工智能

快速发展将为金融业智能转型带来了良好的机遇，其

与金融机构业务场景的深度融合和应用，将会加快金

融机构业务模式的创新，推动金融供给侧改革和有效

金融资源配置，推动银行迈进智能时代。

1 5G 和人工智能融合创新的内涵

1.1 5G 和人工智能的基本特征

根据国际电联的定义，5G 是指第五代蜂窝移动

通信技术，其具有更高的速率、更低的时延、更高的

连接密度数及高可靠性等关键性能特征。在速率方

面，5G 基站峰值速率不低于 20 Gbit/s，对应的用户

体验速率为 100 Mbit/s ～ 1 Gbit/s，频谱效率相比

4G LTE 提升 10 倍以上，满足了如 4K 以上高清视频、

虚拟现实等技术应用的数据传输需求；在时延方面，

5G具有低时延的特点，单向空口时延水平在1ms左右，

能较好地满足自动驾驶、远程实时交互等应用对低时

延的要求；同时，5G 还具有巨大的网络连接容量，连

接数密度高，支持上亿的设备实时互联，其卓越的设

备连接能力能够实现物联网广泛建设的需求。5G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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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具备 4G 网络没有的覆盖广度和深度，在偏远的山

区能够行全面覆盖，同时能够深度覆盖信号不好的地

方。

人工智能起源较早，相关概念在 20 世纪 50 年代

就已经被提出，但一直未得到大规模的应用。互联网

兴起和大数据、云计算等关键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人

工智能发展带来新的契机。人工智能是指通过计算机

模仿人的感知方式和思维方法，进行感知、学习、理解、

推理、预测、决策和规划等智能活动，并以此产生一

种类似人类智能作出反应的机器设备。人工智能理论

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综合生物学、神经科学、数理

统计、语言学、仿生学等各领域的知识，并进行知识

融合，其目的是通过智能模型和算法对现实世界的事

物或现象进认知、识别和分析判断，为人类治理社会

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或为生产生活提供智能辅助，从

而提升人类治理社会的能力或提升生活的品质。

1.2 5G 和人工智能融合创新的定义

5G 网络作为当前移动技术的关键基础设施，具

有许多 4G 尚不具备的特性，其开创性的技术通信优

势将为金融服务带来更多的可塑性和创新性，并与人

工智能相互影响、相用作用、相互促进。融合创新是

指将 5G 网络作为人工智能应用框架中通信互联的有

机组成部分，充分利用高带宽、低时延、高可靠性和

海量连接等移动网络特性和 5G 网络汇聚海量、实时

数据的能力，实现更快捷、更精准和更高效学习、感知、

理解、推理等智能计算，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能

力跃升。同时，5G 网络融入人工智能基因，增强智能

组网、灵活调度、资源调配的能力，并使各行各业场

景应用具备连接更加快捷、服务更加智能、体验更加

流畅的特点。5G 和人工智能融合创新能推动彼此向更

高层次演进，并在金融行业获得广泛的应用，推动金

融产品不断创新和服务模式持续变革。

2 5G 和人工智能融合创新架构

随着人工智能的深入发展，出现了众多细分领

域。在感知层面，人工智能主要有语音识别、图像识

别等；在理解层面有自然语言处理、机器翻译等；在

学习层面有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在推理决策层面

有专家系统、决策树等。这些方面都已在金融业获得

不同程度的应用，并取得良好的实际效果。5G 和人工

智能相互赋能，基于其增强移动带宽（eMM）、超高

可靠低时延（URLLL）、海量机器通信（mMTC）的特点，

再加上云计算、边缘计算技术，将为人工智能提供有

效的通信和计算支撑；基于 5G 网络聚合的数据可以

较好地训练人工智能模型，而人工智能可以部署到 5G

网络、5G 边缘计算节点、5G 接入设备等各个环节。

5G 必将促进物联网的蓬勃发展，从而带来海量万物互

联的数据，将极大地提高人工智能算法处理的数据丰

富度，提升算法的精准性、鲁棒性和逼真性。

5G 和人工智能技术融合创新架构可以从底向上

可以分为 4层。最底层是基础层，包括 5G移动网络、

云计算、边缘计算、大数据等基础技术，5G 网络作为

人工智能应用框架中不可获缺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人

工智能数据处理、信息交互的基础网络支撑。第二层

是算力层，含有通信芯片或人工智能专用芯片的各类

计算设备。第三层是人工智能核心层，包括机器学习、

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专家系统等

人工智能模型和算法。第四层为应用层，是指人工智

能在金融等具体场景的应用，这也是人工智能价值的

最终体现。特别是随着生物识别、自然语言处理、计

算机视觉、知识图谱等智能技术的研究和发展，与 5G

技术的融合，将会在银行的服务流程和服务模式创新

中发挥较大作用，极大地推动客户服务、运营管理、

融资投资、风险管理等领域的智能发展。

3 金融领域 5G 和人工智能融合创新的应用

通过加强 5G 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和应用，在

开展金融服务和产品创新时融入智能基因，实现客户

服务、营销活动、运营管理、网点体验、投资理财和

风险管控等多个层面的智能化，加强优质金融资源的

供给，提升金融服务内涵。

3.1 智能客服

加强5G和人工智能语音技术在客服领域的应用，

将 5G、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理解技术进行紧密衔接，

支持将移动终端深度嵌入客户服务系统，结合机器学

习、深度学习，对于客户口语化、表述不清的提问，

基于下文关联关系分析，将语义理解抽象化后进行降

维和合理分词，解决语句歧义，准确地理解客户的语

义和意图，更好地实现语音咨询、语音交互和专业答

复，为客户提供最佳的服务体验。打造线上智能客服

机器人，进行金融服务操作引导和咨询服务，既可回

复标准化、流程化的问题，又可回复交互融资、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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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领域的开放式问题，提高金融服务的智能水平。

3.2 智能营销

基于 5G 网络等渠道汇聚的数据，对客户的基本

信息和行为特征进行采集，融合客户内外部数据，采

取知识图谱等技术，分析客户的基本特征、行为偏好、

业务需求及业务关联等信息，对客户进行多维度地刻

画，实现客户精准画像。通过聚类、分类等智能学习

算法，对客户群体进行细分，准确识别、定位客户的

需求，对客户潜在需求进行充分分析，预测客户行，

开展有针对性的客户营销活动，提高客户营销和产品

推介的精准度。注重客户个性化金融服务需求，结合

5G 和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等人工智能技术，将

深度感知、流畅体验和智慧场景充分融合在一起，以

定制化金融产品和服务为依托开展营销，注重创新创

意，打造沉浸式营销模式，实现面向客户为中心的营

销转变。

3.3 智能运营

加强生物识别应用，通过生物识别技术，构建统

一的生物识别平台，为业务系统提供身份认证接口服

务。充分应用指纹识别、语音识别、人脸识别等生物

识别技术，提高操作体验，控制操作风险。基于 5G

高速率、低延迟等特性，结合边缘计算技术应用，解

决金融服务当中复杂交易卡顿、无响应等影响客户

体验的现象，特别是在无感支付、移动支付、VR 客

服务等金融服务过程中提供流畅无感的体验。将智能

OCR、机器学习等技术融入运营流程，替代人工识别

和操作，进行智能化的业务判断和集中处理，实现自

动批量处理作业，推进运营自动化、批量化和智能化

处理，持续优化运营流程，提升运营管理效率和质量。

3.4 智能网点

通过5G和生物识别、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

深度学习等智能技术，配置智能导览台、智能机器人、

智能机具、互动营销桌、全息投影等智能设备和元素，

打造轻型、智能和高效的网点。根据客户的需求规划

网点功能，推进网点智能化布局，让金融服务、投资

理财、产品推介、咨询交流等区域有序布局又相互贯

通，设置全功能的智能机具充当网点金融服务的主渠

道，并摆在入口的醒目位置，多维度、多视角地展示

银行金融产品、服务和操作流程，增加与客户在听觉、

视觉和触觉方面的互动，推动沉浸式体验，推进传统

网点向智能网点转型。同时，有效降低人力投入，降

低各类耗材、监控设施、凭证等成本，优化网点功能，

实现智能化运营，从而大幅降低运营成本。

3.5 智能押品管理

在客户融资过程中，抵质押品是信贷条件中不可

获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但在实践中，抵质押品种类繁多、品种繁杂，物别是

商品等抵质押品处于不断流动的状态，要实现对其的

统一管理和监测具有较大的难度，这也是困扰信贷管

理的难题。随着5G的应用，物联网将会突破发展瓶颈，

给抵质押品管理带来更多的启发和新的思路。在供应

链金融领域，可以通过传感器、定位设备、智能摄像

头实时监控企业的商品销售信息和企业的物流情况，

及时对销售情况进行监测，并通过 5G 网络将其影像

传至金融机构的监控平台实时进行监测，当发现物流

和资金的差额较大时，及时进行预警，并采取相关措

施，填补质押品监控管理缺失，避免资金损失。

3.6 智能投顾

智能投顾即是帮助客户进行智能投资，根据客户

不同的理财需求、兴趣特征和风险偏好，推介金融产

品组合。通过全面收集市场情况、产品情况、客户风

险承受能力和偏好，利用大数据和机器学习将市场信

息及产品信息进行智能整合分析，实现产品之间、信

息之间的智能化关联，基于决策树算法或专家系统建

立推荐模型，进行金融产品组合推荐，提供符合客户

兴趣和偏好的投资建议，降低客户财富管理的门槛。

同时，在5G基础上结合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

技术，为客户设置专属虚拟智能客户服务经理，基于

模型进行智能推介，提高投顾的工作效率和效果。

3.7 智能风控

通过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算法建立风

险管控模型，科学地对客户的信用进行评估，基于复

杂网络和路径分析技术，从多角度、多因素分析风险

因素，构建精准的风险管理模型。同时，在实践中对

模型进行完善和升级，在客户信用评级、反欺诈等领

域进行深度应用，从而更加精准地对可疑交易进行识

别、筛选和控制。采取深度学习算法进行数据挖掘，

可以较好地甄别客户各方面的数据信息，科学地评估

优质客户和劣质客户，为优质客户配置更优的金融服

务资源，同时及时发现客户的风险信号，采取介入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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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控制风险。特别是“融资难、融资贵”的小微企业，

由于其经营数据缺失，抵质押物不全，往往通难以获

得银行贷款。而通过人工智能技术，银行可以科学地

评估其发展潜力和创新能力，进行提升挖掘潜在优质

客户的能力。

4 加强 5G 和人工智能融合创新机制建设

5G 和人工智能在金融行业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深

入，通过融合创新，将其深度嵌入到银行的业务流程、

产品创新和客户服务当中，可以进一步提高银行服务

的智能化水平，提升银行服务质量，推动金融产品融

合创新，为客户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

4.1 建立创新实验室和融合创新机制

建立 5G 和人工智能融合创新实验室，从机制体

制上提供各类资源支持，吸引大量的人才并投入充沛

的资金开展创新技术的研究，推动 5G 和人工智能在

金融业的深入应用，践行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从客

户营销、创新产品、优化流程、整合渠道、贷后管理

和风险控制等领域着手，研究将 5G 和人工智能融合

创新技术融入其中，打造智能金融产品，开展智慧金

融服务。同时，和互联网金融科技公司开展深度合作，

通过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建立良性互动。及时跟踪人

工智能发展前沿，以解决业务问题为导向，同金融业

务场景紧密衔接，研究推出创新性成果，并推进其在

实践中的充分应用。

4.2 以场景应用为导向，加强创新成果应用

随着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5G 和人工智能融合

创新不是技术和业务的简单叠加，而是必须融入到金

融业务平台、流程、产品、服务、渠道和风控当中，

充分发挥5G和人工智能技术在金融服务当中的作用，

推进流程自动化和服务智能化。在客户营销方面，应

用人工智能深入探索和洞察客户的需求，分析客户的

特征，制定个性化营销策略，进而进行产品推介。在

金融产品打造方面，将人工智能嵌入到产品内核，使

产品更加契合客户的需求。在运营流程方面，人工智

能可以优化服务流程和运营流程，提高流程的自动化

程度，提升流程效率和服务质效。

4.3 加快高精尖人才培养，打造复合型人才团队

金融科技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金融机构应着力

培养金融科技人才特别是熟知 5G 和人工智能融合创

新的高精尖人才，建立良好的培养机制，提供良好的

发展空间，实现创新人才“能引进、能留住、能成长”，

培育尊重人才、爱惜人才、锻炼人才的良好氛围，建

立良好的激励机制，将相关资源向一流人才和一流成

果倾斜。加强对外合作和交流，善于借助整个行业的

核心技术力量，和科研院校、金融科技企业充分交流，

共享行业资源和行业成果。

5 总结及展望

随着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在内外部环境急剧变

化下，金融行业积极探索转型，其业务模式向深度智

能化发展，行业形态不断发生改变，经营模式也在不

断创新。在 5G 和人工智能的赋能下，Bank4.0 已经到

来，全流程、全场景的智慧金融服务成为金融业数字

化转型的主要方向。金融机构要紧紧抓住 5G 和人工

智能融合创新带来的契机，建立良好的创新体制机制，

加速推进 5G和人工智能在客服、营销、运营、融资、

投顾和风控等领域的融合创新和深度应用，为金融业

开展金融服务、产品创新和风险管理插上智慧的翅膀，

不断提高客户的忠诚度和满意度，增强客户对金融机

构的黏性，推进金融服务向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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