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产管理行业金融科技应用现状 

调查分析报告 

 

随着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我们发现行业对金融科技的

态度从最初的焦虑逐渐转变为积极探索、主动拥抱，机构都

在或多或少地尝试着参与到金融科技的浪潮中去，部分机构

已经开始投入金融科技的研发与发展应用。 

为了解现阶段行业对金融科技的投入和应用情况，挖掘

机构在金融科技领域的核心诉求，协会于 1月 9日至 1 月 16

日进行了问卷调查，向 135家公募基金管理人会员单位和 22

家私募证券专委会成员发送了《资产管理行业金融科技应用

现状调查问卷》，请大家自愿填写。问卷从受访公司在金融科

技领域的投入情况、金融科技在投研业务中的应用、大数据

和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三个维度进行题目设计，共设置 9 个

问题，均采取客观选择题形式。截至 1 月 16 日，共有 53家

机构完成答题，其中公募基金管理人 44家，私募证券基金管

理人 9家。现将结果汇报如下： 

 

一、对金融科技投入情况的分析 

金融科技受到行业大、中、小型基金公司的普遍关注。

通过分析问卷的底层数据我们发现，在受调查的基金公司中，

对金融科技的年投入额在千万以上的基金公司，不仅包括华

夏、易方达、嘉实、天弘、工银等行业排名前十的大型基金

公司，还包括鹏华、中欧、兴全、景顺长城等行业排名相对

靠前的中型基金公司，也包括国金、九泰等排名相对靠后的



小型基金公司。现阶段年投入千万以上的 22家基金公司中，

有 16 家表示未来 5 年在金融科技领域投入占比的增幅将大

于 5%；这 16 家公司同样涵盖了行业内大、中、小型基金公

司。 

具体来看，近八成的公募基金管理人每年在金融科技领

域的投入超过百万。在 44家填写问卷的公募基金管理人中，

22 家机构现在对金融科技的年投入额（自研或购买）在千万

以上，12 家年投入额在百万级，仅有 10 家年投入额低于百

万。 

图 1、公募基金管理人在金融科技领域的年投入额分析 

 

 

 

 

 

 

 

 

近五成的公募基金管理人在金融科技领域的投入占营

业收入的比例超过 5%。在 44 家填写问卷的公募基金管理人

中，3 家公募基金管理人目前对金融科技的年投入额（自研

或购买）占年度营业收入的百分比超过 10%，17家的投入占

比在 5%-10%的范围内，24 家公募基金管理人投入占比小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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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公募基金管理人在金融科技领域的年投入额 

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分析 

 

 

 

 

 

 

 

 

 

约六成的公募基金管理人表示在未来 5年在金融科技领

域的投入增幅将超过 5%。其中 4家管理人选择了增幅将超过

10%，22 家选择了投入占比将增加 5%-10%，18 家选择了投入

占比增幅不会超过 5%或不增加。 

图 3、公募基金管理人在金融科技领域的 

年投入额增幅分析 

 

 

 

 

 

 

 

由于管理规模和发展战略的不同，私募基金在金融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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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投入明显低于公募基金，但仍有约五成私募基金在金

融科技领域的投入在百万级。在参加调查的 9家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管理人中，5 家对金融科技的年投入额在几百万的水

平，投入几十万和 10 万以内的机构各有 2 家，没有私募证

券基金管理人对金融科技的年投入额超过千万。占比方面，

参加调查的私募管理人对金融科技的投入占比均小于 10%。

关于未来 5 年，5 家选择不增加或增幅不超过 5%，3 家选择

了投入占比将增加 5%-10%，只有 1家选择了增幅将超过 10%。 

二、金融科技在投研业务中的应用情况分析 

在投研业务中，与数据相关的工作被机构认为是金融科

技在未来中短期内最能发挥效能的领域。 

机构普遍认为未来 3 年，数据搜索分析引擎是通过人机

结合提升投研和服务效率最有效的方式。调查显示，共有 31

家机构持有以上观点，其中包括 23家公募基金管理人和 8家

私募基金管理人，分别占参与调查的公募和私募管理人的

52%、89%。此外，与私募基金管理人相比，公募基金管理人

更加倾向于通过智能报告生成技术（11 家公募、1 家私募）

和知识图谱的关系网络提高投研和服务的效率（10 家公募基

金）。 

图 4、提升投研和服务效率最有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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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搜集、监控、整理是最可能被金融科技替代的重

复劳动。机构普遍认为公司财报披露的数据收集和整理是未

来最有可能被金融科技替代的工作，有 43家公募管理人和 7

家私募管理人持这一观点；其次为行业数据变化监控（39家

公募管理人、7家私募管理人）、研究员非深度的日报、周报

和月报（34家公募管理人、4家私募管理人）。 

图 5、最可能被金融科技替代的重复劳动 

 

 

 

 

 

 

 

 

三、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资管行业的应用场景调查 

机构普遍认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在进行客户画像

时，主要是对客户的资产构成情况进行分析。调查显示，29

家公募基金管理人和 3 家私募基金管理人持有上述观点。7

家公募和 3家私募认为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认知客户

最主要的方式是分析客户投资的产品类别；5 家公募和 3 家

私募认为最主要的方式是对客户投资额度的分析。 

图 6、目前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认知客户 

最主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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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规管理与反洗钱审查工作中，通过合规和销售部门

以及通过整合现有的数据是公募和私募最经常使用的方式，

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方式目前的应用尚不广泛。调查显示，

37 家公募和 9 家私募基金管理人选择依靠合规部门与销售

部门，38家公募和 4 家私募基金管理人选择通过整合现有数

据实现；但表示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实现的公私募基金管理

人合计只有 11家。 

图 7、目前开展合规管理与反洗钱审查的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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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实现数据直通化全自动运营的方式，公募基金管理

人更倾向于通过数据中心对数据进行清洗，而私募基金管理

人倾向于通过各供应商之间的接口互通；通过流程自动化机

器人的方式仍不是主流。调查显示，38家公募基金管理人通

过数据中心对数据进行清洗来实现，27 家通过各供应商之间

接口互通实现。由于技术能力和资源所限，更多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管理人（7 家）选择了依靠各供应商之间接口互通实

现。而选择流程自动化机器人的仅有 23家公募和 4家私募。 

图 8、目前实现数据直通化全自动运营的主要方式 

 

 

 

 

 

 

 

 

 

公募基金管理人普遍倾向于通过自建数据中心的方式

提升大数据场景下支持人工智能的运算能力。调查显示，公

募基金管理人中选择最多的方式是自建数据中心（33 家），

而使用租赁数据中心、部署私有云、使用公有云的占比均较

小。私募基金管理人的选择则较为分散，选择自建或租赁数

据中心的各有 3家，选择部署私有云或使用公有云的各 2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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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目前提升大数据场景下 

支持人工智能运算能力的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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