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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及大模型原理

PART 01



AI基本流派沿革

符号路线 统计路线 神经路线

1950s 1990s 2010s

无法定义的，靠示例 无法示例的，靠“读书”靠定义



大模型发展路线

从左到右，对话/写作文/阅读理解

… Transformer

GPT GPT2 GPT3
InstructGPT

GPT3.5

Bert RoBERTa …
2017

2018.06 2019.11 2020.05
2022.01 2022.11.30

2018 2019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ChatGPT

上下文双向，完形填空



语言模型是什么-文字接龙

Eg.如何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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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搜索
合同
处理

研报
处理

NL2

SQL

用户预期

可用

对话 搜索
合同
处理

研报
处理

NL2

SQL

识别更准，效果更好，成本更低

从烟囱到平台

G P T

生成式 预 训练



AI右勾拳

易定义

难定义

易计算 难计算

玩具
系统

专家
系统

语音
识别

图像
识别

围棋

自然
语言

chat

编程

深推理
智能体



为什么是大“语言”模型？

我的语言的边界就是
我的世界的边界。

你能理解多复杂的语
言，就能运行多复杂
的程序。

如果通过语言对话无
法判断对方是人还是
机器，那么它就被认
为有智能。

维特根斯坦 图灵 乔姆斯基



语言-知识-逻辑

语言

• 数据密度很高

• 较容易“大力出奇迹”

知识

• 数据密度一般

• 需要大算力

• 投入>回报

逻辑

• 数据密度很低

• 需要另辟蹊径

• 强化学习



恒生如何拥抱AI

基础设施

•算力采购

•数据准备

•前期积累：OCR、智能客服、产业链/权益链知识图谱

场景打造

•全员发动（各业务域）

•专业深耕（恒生研究院）

•与标杆客户共创

组织体系

•公司级战略投入（三大战役）

•内（研发提效、客服提效）外（场景落地）兼修

•纵向（金融垂域）横向（AI共性技术）深度洞察



恒生AI落地十字方法论

长在业务系统和业务数据上 接受来自业务的闭环检验

实时、精准、可溯源
业务描述文档要清晰、规范、
大模型可读

桩 闭环

活数据
双向

奔赴



Gartner 技术趋势-chatAPI

恒生观点：活数据 -通过fuctioncall 连接API更靠谱



近期态势与思考

PART 02



1

2

3

美国总体上领先于中国

但中国的差距越来越小

(头部)闭源领先于开源

但开源也显现“后发、众智”优势

通用领域先于垂域

但垂域私部署仍有存在意义

三个基本判断



注：1）左上图来源于Harm de Vries. In the long (context) run. 16 Sep. 2023；2）左中图来源于Zhang D, et al. Mm-llms: Recent advances in multimodal large language models. 2024；3）左下图来源于OpenAI. 
Reasoning models. OpenAI Platform。

O3又有大幅提升

1 3
更长上下文

在整体算力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很

多模型所支持上下文长度已超过

128k

更多模态

输入/输出不限于文本、图像、语音、

点云等多种模态，且已达到较高准确

率

更深思考

OpenAI o1模型和DeepSeek r1模型，

在预训练得到的快推理能力基础之上，

增加了通过整合强化学习得到的慢推

理能力

2

基础模型：技术持续进步，能力不断向纵深发展



“裸模”无法支撑真实的金融业务 把业务数据和系统接上去才是正解

训进去知识就陈旧了

训进去就有了幻觉

改错需要重新训练

需要庞大的训练算力

有可能破坏原有的模型

只跟大模型打交道

永远可以接最新的知识

永远可以是确定性的

改错只需定点修复

只需合理的推理算力

保持原有模型能力稳定

需要大模型与活数据交互

vs.

不要对“裸模”期望过高



应用价值
提升效率

流程自动化

价值创造

推动用户/收入增长

深度决策

提升投资收益、降低风险

概  述

• 通过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进行代码生成与

优化、代码分析与调试

• AI能够自动化后台任务，包括数据管理、对

账和报告生成，同时确保合规性

• AI解决方案显著减少手动和重复性任务

• AI具备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更

具客户洞察力

• 创造新的用户交互场景体验

• AI可以更好地理解用户，发现和

创造金融消费需求

• AI模型分析大量和多样化的数据，包括结构化和非结

构化数据集，提供更为全面、精准的数据分析结果及

预测信息

• 高级AI技术通过其整合和分析真实市场条件、识别数

据异常和提高数据可靠性的能力，改善风险管理

应用场景

• AI编程

• 账户业务自动化

• 合规审核

• 客户服务与支持

• 投顾助手

• 用户互动与营销

• 个性化理财产品推荐

• 构建新的金融服务产品

• 交易机会洞察

• 资产价格预测

• 高频交易

• 流动性风险评估、信用风险评估

应用成熟度

不要对第二、第三阶梯期望过高

应用价值三阶梯：提升效率、价值创造、深度决策



DeepSeek洞察

更好效果、更低成本，更深思考

检索：投顾产品检索、法规检索、知识库检索、投行检索等场景，提升3%-5%

审核&抽取：合同信息抽取、投行底稿审核、信披报告审核、营销物料，提升7%-10%



DeepSeek旋风

用底层通信和计算机制的
大幅优化，终结了人工智
能界普遍存在的盲目堆叠
算力的粗放模式，开启了
向算法要创新、向低资源
要潜力的精耕细作时代。

用端到端的深度强化学习
取得了远远好于RLHF和
SFT的学习效果，开启了复
杂推理任务的Alphago
Zero时代。

大胆而彻底地走开源路线，
进一步收窄了闭源大模型
商业模式的可选空间，也
开启了顶级AI成果普惠化、
为后续AI创新提供高起点
的时代。

算力下
来了

能力上
去了

局面打
开了

一场AI普惠革命的风暴已经掀起



基于DEEPSEEK-QWEN2-32B最佳性价比模型

DeepSeek官方报告



DeepSeek部署成本-原始显存占用



高（100-200万）

模型：DeepSeek-R1-671B

（FP8）

低（40-50万）

模型：DeepSeek-R1-Distill-

Qwen-32B/14B

华为昇腾
2*Atlas800（一机8卡）

英伟达
1*H20（一机8卡）

英伟达
4*48G（型号：L20 ）

DeepSeek部署成本



“一体机”方案

应用

推理

微调

训练

训推一体机

推理一体机

应用一体机√

硬件

软件

大算力

小算力



金融场景分析

PART 03



注：数据来源于智能超参数，数据期间为2024年1-11月；其他包括交易所、消费金融公司、金融科技公司、监管机构等。

➢ 2024年前三季度：公开披露的大模型中标项目金额20.75亿元，金融业大模型中标项

目数量66个、项目金额1亿元，金额占比4.9%

➢ 2024年1-11月：金融行业大模型中标项目数量增至103个，项目金额增至2亿元

➢ 2024年1-11月：银行业占比过半，证券业占比近20%

56.30%

14.60%

12.60%

16.50%

项目数量占比

银行

证券

保险

其他
56.80%

19.20%

6.60%

17.40%

项目金额占比

类别 项目数量 项目金额（万元）

银行 58 11,399.81

证券 15 3,862.00 

保险 13 1,333.18 

其他 17 3,488.61 

合计 103 20,083.60

注：上表数据来源于智能超参数，数据期间为2024年1-11月。

62%
21%

16%
1%

项目数量占比

应用

算力

大模型

数据

45.90%

35.90%

17.30%
0.90%

项目金额占比

类别 项目数量 项目金额（万元）

应用 64 9,214.69 

算力 22 7,204.10 

大模型 16 3,476.30 

数据 1 188.50 

合计 103 20,083.59

➢ 国内金融行业侧重于应用层场景探索：2024年1-11月，应用类项目金额

占比45.9%，算力类项目金额占比35.9%，基础大模型类项目金额占比

17.3%，其余0.9%为数据类项目。反映出金融机构的投入主要侧重于应

用层的场景探索，而非基础设施层的自研或自训练。

支出分布：银行、券商投入靠前，侧重于应用层



支出分布： 
以内部赋能为主，直接面向客户的服务仍审慎推进

总体特征：

➢ 金融机构的需求场景以内部赋能为主

➢ 多从运营助手、辅助编码、办公支持等提效场景切入

➢ 逐步向业务赋能等高价值领域延伸

➢ 直接面向客户的服务仍审慎推进

➢ 落地需求场景依次为投研服务、运营管理、投顾&客服

分行业情况：

➢ 银行：从观望转向重点投入，从国有行、股份行延伸至头部城农商行，深入前/中/后台业务

➢ 证券：头部试水效果初显，向中小券商下沉，从内部运营向投顾、投研、投行、合规等延伸

➢ 基金：部分机构正在投研、风控合规、营销、合规等领域进行局部探索，中小机构观望

➢ 保险资管：头部谨慎务实，优先选择投研、合规、运营等场景推进降本增效

➢ 信托：少数公司开始尝试，落地场景少，场景主要是运营、运维、知识库、文本撰写等

2024年11月，通过对国内财富资管市场215个项目的调查发现：

27%

17%
36%

6%
5%

9%运营管理

投顾&客服

投研服务

RAG 知识库

投行

其他

38%

25%

19%

4%
4%

10%运营管理

投顾&客服

投研服务

RAG 知识库

投行

其他

项目数量分布 项目金额分布



非结构化
O3

TA

UF

运
营

客
服

资
配

投
研

投
行

智能化

信息化

智能化：搜、录、读、算、写、审六大能力

结构化

信息化与智能化，从来路回去



业务场景 颠覆概率 业务特色 价值

客户服务场景
（APP、投顾、客服）

• 1.输入输出非结构化
• 2.售前、售中、售后等咨询类知识服务，

随着业务、外部信息变化，需要针对给出
建议和标准化业务办理

• 用户端，通过问答提升用户体验，最终带来业务粘性

交易处理场景
（UF3/2、O45/3、i2）

• 输入输出结构化数据、
• 实时、监管、高并发、错误零容忍
• 风控规则赖在文本，设置复杂

• 提升效率，降低合规风险：除了在前置文本数据（法规、研
报等）处理，交易本身短期很难和大模型结合。

流程处理场景
（账户运营、机构运
营、CRM等）

• 业务变化快，菜单多
• 输入由大量非机构化证件、文档组成
• 操作留痕、业务审批审核；多系统协同对

接；
• 基础数据标准化、业务规模不大；

• 用户端，通过问答提升用户体验，降低业务学习成本
• 减少办理业务过程中，高频初级知识密集工作。降本增效明

显

数据处理场景
（TA、估值、合规、
统一报送）

• 监管驱动、结构化批量化操作；
• 数据量大，计算规则复杂、数据源多、数

据标准化不高、有时限要求；
• 在线数据展示，定制化；

• 在线报表展示，减少定制化成本

知识密集型场景（投
研、投行、信披营销
审核）

• 输入输出结构化数据
• 知识密集性工作，主要包括搜、读、算、

写、审

• 海量文本处理，替代人工筛选信息
• 高频文本审核，降低合规风险

1

2

3

场景的分类选择



查不准

业务快速发展，涉及的知识、

数据、流程越来越多

录不完

业务受办理人工录入大量信息，

对准确性要求非常高

找不到

复杂业务办理需要多系统、

多菜单、多次操作才能完成

快速排错处理

降低操作门槛 通过LUI智能引导，菜单定位，自动化办理，降低操作门槛，提升办理效率。

赋能全员营销 降低券商对业务受理人员要求和数量，将人力有效分配到营销条线。

建设价值：“以智能运营转型为核心”

解决业务类知识答疑，并能结合到开户、权限等复杂业务场景里，帮助员工自动化办理业务。

知识助手

业务助手

流程助手

业务运营痛点

业务知识、政策法规、操作指引
随时随地查询

菜单定位、表单智填、智能审核

LUI自动化、流程化业务办理

AI智能助手

集成各类知识、法规、操作指引，快速定位排错，解决各类业务操作问题。

场景一：账户/托管运营助手



参数审核实现精准溯源

参数提取准确率超90%

新增专业机构服务平台参

数提取应用场景

投资规则语义识别超90%

投监规则配置效率提升80%

支持溯源审核

勾稽关系审核

支持溯源审核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为运营系统进行AI赋能

自动提取产品合同、财务报表、审计报告等非结构化的金融数据，帮助运营人员完成参数自动提取、投监规则智能匹配、审计报告自动录入等繁琐工作，支持溯源定位，

精准审核。降低人工操作失误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信披报告智能解析

投监规则智能解析

智能参数提取

能力进化

场景二：（投行/信披报告/营销物料等）审核助手



业务功能-智能文档审核
一、错别字和标点符号审核（四大类）

1. 中文错别字，包括错字、别字、叠字、同音字错误。

2. 省市县名称错误等：如河北省北京市。

3. 不合理的标点错误：如千分位符错误、&&等不合理的重复标点。

4. 不合理的语气词：如“嗯”“啊啊”等语气词。

二、语义核查（10大类，200+个审核指标）

1. 数值不合规：以“元”、“万”或“股”为单位的金额是否保留了两位小数或整数

（该规则仅适用于招股说明书审核）

2. 机构名称合规性校验：审计机构/发行人律师/控制人等后面需要跟公司名称，而非其

他不合理字段

3. 领土完整性：出现香港澳门等地区，需要为中国香港等表述，不能有分裂嫌疑

4. 内容重复错误：同一小节中，不能出现不合理的重复段落

5. 会议名称合规性：如十一届三中全会不能使用阿拉伯字母

6. 数值单位合规性：发行总股本应以“股”为单位，每股面值/注册资本等应以“元”为

单位

7. 整数合规性：如药片、书本等应该都是整数数值，出现“XXXX.2片药”则为不合规

8. 个人薪酬合规性：员工个人或管理人员年度个人薪酬不应超过一亿元

9. 日期合规性校验：文本中出现的日期是否合理，如13月则不合规

三、敏感词核查【支持用户自行配置黑白名单】（2000+）

1. 虚假宣传：免检产品、政府背书等

2. 网络流行语：蓝瘦香菇等

3. 结论/数据的真实性：世界级、国家级等

4. 涉政/涉黄/涉暴等敏感词：国家领导人、反共反政府等

5. 招股说明书敏感词：千人计划等

四、格式核查（四大类，投行类11类）
1. 文字特殊格式校验：文字（表格及文本中的文字）着色（除黑色），带底色、
删除线、斜体。

2. 文档字体一致性校验【仅限招股说明书】：正文文字应为宋体小四号，1.5倍

行间距。一级标题应为黑体三号，二级标题应为黑体四号，三级标题应为黑体

小四号，且各级标题应采用一致的段落间距（改规则为监管要求）。

3. 表格合规性校验：首行key值字段的字体粗细、字体类型、字体大小要一致

（只财务、产品两类规范表格，不支持柱状图、折线图、饼状图、架构图等非

常规的表格审核）。

4. 空白页校验：无任何字符页面，水印不影响空白页判断。

五、勾稽计算核查（覆盖财务指标，2000+）

同一段落中的数据指标不合理：如发行人2021年营收是1000万，2022年营收是

2000万，2022年营收比2021年跌了50%（不支持跨章节段落或跨文档或表格中

的勾稽关系比对）。



智能
账簿

智能录入

智能检视 智能陪伴

智能配置

外部资产智能识别、
一键导入

基于全局资产视图
快速诊断分析

根据检视结论即时
生成配置方案

账户管家持续监测
账户变化

大模型RAG Agent

OCR

function call思维链

小
模
型

Prompt

客户信息 账户信息 产品信息 行情资讯

数据接入

能
力
接
入

客户分析

产品研究

行业研究

资产配置

API

知识库 ...

其他
服务

账簿管家 产品助手 配置助手 保险助手

为重点关注客户构建智
能账簿，由机器人管家
进行持续跟踪监测

提供全品类（公募基金、
银行理财、保险等）产
品的问答服务，快速提
炼产品核心亮点

基于账簿分析，快速生
成配置方案（标准化、
定制化），并提供方案
解读辅助

提供保险问答、保险产
品比对、保障缺口分析、
保障方案规划等服务，
并定期进行续期提醒

助
手
场
景

✓ 打通客户数据

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打通客户数据，构

建“智能账簿”，并基于客户账簿数据为投顾

人员提供助手服务

✓ 打通后台能力中心

进一步深化“大模型+”的能力，接入客

户分析、产品研究、行业研究、资产配置等财

富管理核心平台，让大模型助手轻松处理各类

业务场景

✓ 完善大模型插件能力

结合具体的业务场景，完成文档检索和问

答、文档信息提取和结构化等插件，从业务视

角出发，提供基础插件能力服务

✓ 新增四大“智能助手服务”

在“知识问答”、“客诉服务”、“行情

资讯”的基础上，新增“智能账簿管家”、

“产品助手”、“配置助手”、“保险规划”

四大助手服务，进一步丰富投顾助手平台

KYC KYP KYM

场景三：智能投顾/客服助手



宏中微

产业链

EDB

估值模型Lite

Word插件

内外研报管理

产业投研 WarrenQ 投研流程管理

投研逻辑

数据浏览器

F9（权益/基金）

看研报

公告/新闻

行业景气度

一级市场
企业画像

并购营销

投中后风控
资产/行业
配置

投研高频数据组件

智能搜索

基础数据服务

调研/券商路演

行情

大模型应用服务

Chat&ChatMiner

语音速记&ai写作

脱水财报&脱水研报

语 控
万 数

笔记/脑图/报告

在线阅读器

估值/演算/试算

投研素材库

公司比对筛选

财务

聚源 私域

投研工具组件

从常规研究数据到深度数据 工作UGC从碎片到流程制度化

结构化 向量

模拟组合

聚源 私域

行业/公司覆盖

机构打分

绩效管理

投资池

事件日历

券商服务

数据监控

指标

标的主体

Unimap大模型数据平台服务

基础模型测评基础模型选型

预训练框架

SFT平台

语料管理中心

RLHF平台 数据采集数据解析数据管理

标签中心

指标中心

Excel文件

文本文件

Wechat

E-mail

大模型&AI技术驱动投研业务

场景四：智能投研——搜读算写、语控万数



产品文件

产品合同、补充协议、
招募说明书、托管协议、其他产品文件

1、通过智能提取与审核条款，避免人工遗漏或误操作的风险，
提升了合规控制方案的完整性
2、通过智能合规规则生成，减少人工解读及维护规则的工作量，
提升了合规规则管理的效率

产品合规卡片
（条款+规则id）

人工提取

O32风控

CMC风控

衡泰风控

合规系统

人工回填规则id

人工维护规则

4.人工审核方案，调用
API生成规则

恒生标准
规则模板库+
标签体系

存量产品合规
卡片

知识库

合规规则生成

1.读取条款

2.检索

5.自动回填
规则id

3.Context
（相似度）

智能提取
智能
核对
人工
核对

场景五：合规助手-产品文件解析和设置



选场景

1.看友商

2.看国外金融巨头

3.看内部需求

4.看科技公司

试下

GPT4及插件是否满足

定模型

1.私有化or 云

2.模型效果

3.参数规模

购算力

1.并发量

2.预算

3.信创

理数据

1.最耗时、最重要：评测

数据准备

2.prompt工程师必不可少

是否

• 取交集

• 对内

• 高频

• 用户群体多（柜员、

保险代理人、投顾、

程序员等）

• GPT4效果可能很

好，但是国内模型

效果不好，建议找

厂商训练或者精调，

别自己调

• 1.开源推荐：通义

• 2.闭源：几个大厂差

距都不大，哪个便宜

用哪个，领导喜欢哪

个用哪个

• 信创：昇腾910B，到

货2-3个月，

• 今年规划了，建议可

以下单了。

• 答案是否准确，IT

人员基本判断很难，

• 请业务转接吃火锅

• 找科技厂商类似案

例

避坑指南

价值体现：提升XX效率，缩短XX多少倍，减少XX时间，提升XX转化率

落地实践全过程：选场景、定模型、购算力、理数据



01

没有人工梳理数据的AI产品/项目都是耍流氓02

开源的方案，了解使用场景，避免杀鸡用牛刀

03 一键评测工具很关键，可以极大缩短项目周期

04 视AI项目为传统IT项目

05 算力提前买，不然想买买不到

06 大模型效果不好，就想训练模型，其实调整prompt可能更有用

07 只招算法工程师就够了，没有产品经理、业务专家、数据人员

08 “准”远比“通”重要的多

09 做好边界测试，有些问题一定要对，比如开户不能答成销户

10

没有量化可度量的目标

最大的区别是数据，准远比通重要的多

大模型项目十大坑



未来展望

PART 04



更多模态、更深思考大语言模型突破 自学习

世界模型 Meta V-JEPA
不依赖先验知识，通过自监督学习获得对
直观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

多模态模型 Magma、GPT-4o 能够合成遵循物理规律的图片、视频

推理模型
OpenAI o1、
DeepSeek R1

整合思维链和强化学习，提升推理能力

生成式模型 ChatGPT
预训练学习事实性知识，积累对自然语言
的理解、生成能力

机器学习

无监督学习

半监督学习

监督学习

自监督学习

自动生成监督信号，利用
无标签数据进行模型训练

PaLM

2022.04
复杂任务推理

GPT-4

2023.03
思维链、多模态

Sora

2024.02
文本生成视频

OpenAI o1

2024.09
引入强化学习

PaLM-E

2023.03
视觉+语言

Gemini

2023.12
原生多模态

Qwen-72B

2023.12
开源、推理

CLIP

2021
图文跨模态对齐

GPT-4o

2024.03
流式实时多模态

Llama-3.1

2024.05
开源、多模态

DeepSeek V3

2024.12
低成本推理

OpenAI o3

2024.12
灵活推理

Qwen-32B

2025.02
超越R1

DeepSeek R1

2025.01
比肩国际领先

OpenAI定义的AGI路线图

Transformer
2017.12

自注意力机制

GPT-1

2018.06
预训练+微调

BERT

2018.10
理解上下文

GPT-3

2020.05
Prompt

GhatGPT

2022.11
理解意图

GPT-2

2019.02
零样本学习

GPT-4

2023.03
文本能力最强

Llama-2

2023.07
开源、低成本

Claude-2

2023.07
引入伦理约束

Qwen1.5-110B

2024.04
千亿级参数开源

基础大模型发展仍在持续



腾讯元宝接入DeepSeek R1满血版之后，登顶苹果APP下载榜第一

全球大模型生态繁荣

企业级、消费级及端侧大模型应用进入综合成本可接受的普

惠阶段，各行各业参与者更加多元化，应用创新逐步涌现。

◼ 推理能力：DeepSeek-R1在推理任务上实现与OpenAI o1相当的性能，在 

MMLU、GSM8K等多任务测试中性能与GPT-4o持平。

◼ 本地化部署算力成本：下降50%；基

础模型开源，不收费。

◼ 公有云接入API成本：相较于OpenAI

同类模型下降至数十分之一以下。

◼ 单机可以部署DeepSeek R1。

◼ 训练成本：DeepSeek V3训练成本仅为557.6万美元，约相当于Llama 3系列

模型的7%（不包含架构、研发、数据等前期成本）。

◼ 推理成本：降至OpenAI同类模型的1/50。

模型成本降低

使用门槛下降

模型能力增强

◼ DeepSeek开源高性能模型，使中小企业和开发者低成本接入顶尖AI能力。

◼ 通义千问全模态开源，拉平与闭源模型的性能差距，加速多模态应用落地。

◼ Llama 2开源商用版本使初创公司能以低成本开发类ChatGPT应用，推动大

模型应用进入“平民化时代”。

开源模型促进创新普惠

AI

平
权

AI平权促进大模型生态繁荣



公域 AI SaaS 化 私域 AI 中台化

◼ 在大参数基础模型、有业务价值的活数据、活服务及 Agent 支持

下，业务办理采用服务订阅模式，大模型技术快速迭代在云端完

成，用户可无感享受最新 AI 技术价值与体验。

◼ 金融机构内部业务系统、业务入口、应用开发范式及客服内涵均

被重塑，借助含业务含义的服务卡片，业务人员能用少量自然语

言提示构建、使用和打通应用。

大模型

文档

API

表

知识库

微卡片

投顾

投资

运营

风险

营销

资源 业务系统Agent

AI中台

RAG 写作 Function Call 代码理解器 …… 

嵌入

APP、Web

助手
Copilot

原生应用

用户入口 业务逻辑

大模型驱动的应用架构演进



搜索召回

LLM

TOOLS

静
态
编
排

现在 不远的将来
输入

输出

输入

输出

LLM TOOLS

动态规划
人工确认/
干预/反馈

大模型+智能体：从静态编排到动态规划



数据治理：向“大模型友好”迈进

大模型
外部资源/工具
本地资源/工具
桌面资源/工具

MCP：资源/工具与大模型的对接标准

智
能
体

智
能
体

智
能
体

智
能
体

智
能
体

A2A：智能体之间协同工作的通信协议

数据治理







扫码领取会议PPT资料

感谢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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