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券商“寒冬”里的校招

金融科技人才优先 折射转型发展“野心”

□本报记者 陈健 赵中昊

2019年的毕业季虽然还未到来，但求职招聘的气氛已弥漫开来。 进入9月份，陆续有券商拉开2019年应届毕业生秋季校园招聘的帷幕。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已有中信证券（山东）、国金证券、德邦证券、中银

国际证券、东方红资管等多家机构发布校园招聘公告。

当前证券行业正面临“过冬”考验，叠加行业转型发展的诉求，券商对人才的需求也在悄然调整，而校招这一券商补充人才、实现内生发展的重要渠道，似乎印证了这一变化。 记者注意到，券商当前明显加大了对金融科技岗位人才的招

聘力度。

行业收缩周期下的校招

每年的毕业季之前，对大部分应届毕业生而言，都是忙碌而又忐忑的一段时期。 小王（化名）是沪上某高校理工类专业大四本科生，明年即将毕业的他向记者表示：“今年找券商方面的工作感觉挺难的。 近期有投过几家券商的多个职

位，有技术类的也有研究所的职位，但是多数券商要求研究生学历。 目前自己还没有拿到券商的Offer。 ”

目前，各家券商陆续启动了秋季校园招聘。 中信证券子公司———中信证券（山东）率先拉开了中信证券秋季校招大幕，此次共招聘335人，整体上与去年同期的344人招聘规模基本持平。 具体来看，客户经理岗是招聘的重点，今年招聘

300人，延续了去年规模。 此外，其他岗位如管理培训生、业务运营岗有少量招聘。

德邦证券近日也启动了秋季校园招聘，记者了解到，德邦证券今年校招的启动时间依旧是9月1日，拟招募40名2019届毕业生，岗位涵盖各业务和职能条线，包括投资银行、资产管理、固定收益、研究所、财务管理、运营中心等。 人员要

求与往年基本一致，为2019届硕士及以上学历毕业生，专业不限，但复合学科背景毕业生优先考虑。 德邦证券有关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今年也将启动营业部营销岗和营业部总经理储备项目的招聘，加强对公司经纪业务的扶持，以

及营业部人才的培养和储备。

“券商校园招聘的重点是储备和培养后备人才，很大一部分专业性比较强的岗位是从校园招聘进来一步步培养起来的，如券商行业研究员。招聘的过程也是企业品牌宣传的过程，各家券商都会认真对待。 ”华鑫证券人力资源部相关负

责人赵明（化名）告诉记者。

不过，从今年券商校招人员数量上看，整体上可能较往年有所收缩。 供职于沪上某大型券商投行债承部的刘丽（化名）告诉记者，他们公司今年在招聘上缩招比较厉害，校招或者实习留用的比较少，招聘上也以社会招聘居多。

刘丽介绍，她所供职的公司今年的校招只招了IT部门的人，其他部门都没有校园招聘。 据她所知，部分券商今年可能不进行校园招聘。“卖方券商研究所现在也很难通过实习留用了。 听说券商研究所试用转正现在更加严格了，要有考

核，有一定难度。 ”刘丽称。

业内人士表示，由于金融市场的人才相对饱和，券商招聘应届生的人数逐渐下滑。 例如，对投行而言，部门属性对新人要求“招之即来、来之即战” ，因此给应届生的机会就比较少。

采访中，小王对记者表示：“我们也关注到当前券商行业的一些动态，如投行业务不好做，降薪、裁员等。但从自己的兴趣看，以后还是想从事券商行业，后续自己会继续向其他招聘的券商投递简历。如果没有拿到券商Offer，会考虑先去

四大会计事务所，同时争取考过CPA，申请研究生，后面再找机会去券商。 所幸的是，目前自己已经拿到一家四大的Offer，心里稍稍有底了。 ”

金融科技岗增势明显

随着金融科技对证券业改造的持续深入，当前行业发展正从信息金融、互联网金融逐步迈向智能金融，相关人才逐渐成为券商重点储备的对象。 记者查阅各家券商今年的秋季校招信息发现，金融科技类人才的需求十分旺盛。

广发证券近日启动了2019校园招聘金融科技专场，14大岗位共计招聘逾40人，其中涉及区块链软件研发工程师、大数据开发工程师、智能应用研发工程师等职位，专业要求基本是以计算机相关专业为主。

中银国际证券近日发布的2019年秋季校招公告显示，8个岗位计划招聘12人，其中，网络金融部金融产品经理岗、互联网产品经理岗、软件开发部互联网应用开发等4个岗位涉及金融科技。

国金证券的秋季校招中也有网络金融部的APP产品运营、产品经理、ETL工程师、功能测试工程师等10余个岗位，面向2019应届生，招聘人数不详。

记者从华鑫证券了解到，公司今年的校园招聘将在9月底开始，至11月底结束，主要招聘金融科技类人才、投资 /研究类人才、财富管理类人才、营销类人才，其中金融科技类的人才需求量比较大。

“当前证券行业同质化竞争依然严重，而金融科技有望打破这一僵局。对券商而言，各业务领域都需要应用金融科技手段来提升服务效率、服务品质，更重要的是以科技驱动创新，运用金融科技手段探索新的风控模式、服务模式乃至盈

利模式。 金融科技不是一个个单点技术，而是为应用场景服务的。 ”赵明表示。

普华永道近日发布的《2018中国金融科技调查报告》显示，调查结果显示，未来一至三年，资产和财富管理行业会更加关注智能投顾，并且持续扩大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 人工智能的应用价值已被广泛认可，但大部分受访者认为人工

智能开展的各项基础条件都比较欠缺，尤其在数据与团队方面面临巨大挑战。

华南某中型券商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金融科技水平已成为券商核心竞争力之一，各大券商对科技人才一直需求较大。 金融科技人才需求涵盖证券各主要业务领域，从岗位类型来看：技术类岗位，如研发类工程师、大数据分析师、交互

设计师、UI设计师等；产品类岗位，如产品经理；营销类岗位，如成互联网运营经理、APP推广经理等。

赵明表示，目前券商行业金融科技岗，最缺乏的是同时具备金融和技术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复合型人才。 此外，该岗位人才最好还能够拥有用户思维和产品思维。 只有站在用户的角度去思考，以用户为中心，才能打造出真正符合投

资者需要，解决投资者问题的好产品。 对于华鑫证券而言，科技引领业务发展是公司的发展战略，在金融科技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公司将继续加大这方面的投入。

券商欲破同质化僵局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券商各项业务的转型发展，同质化通道类业务占比进一步下滑，国内券商因战略方向以及竞争优势的不同，或在财富管理、跨境及海外业务、基于资产负债表的资本中介服务业务等方向呈现差异化发展趋势，行业格局

加速分化。

就券商自身发展而言，受监管政策及行业大环境的影响，当前大部分券商都在进行业务转型或重点发展特色业务，其中大券商的业务布局较为广而全，中小券商多数将发展自己的特色业务，形成特有的竞争力。

业内人士指出，在向财富管理转型方面，随着资管新规及相关细则的落地，各家券商在资管业务大局出击，不断增强主动管理能力。 其中一些大型券商，主动管理规模普遍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基数较高且品牌优势明显，同时拥有更好的

人才资源和完善的资源配置。

随着沪伦通等政策推出，国内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不断提速，这对于海外业务已有长时间布局的大券商而言，无疑是利好。 国内大型券商的跨境业务将迎来快速发展期。

总体而言，在国内资本市场双向开放、行业竞争日趋激烈的趋势下，对于各家券商而言，差异化竞争无疑是重要的发展方向。沪上某中型券商关人士表示，后续公司的差异化发展战略主要包括，深耕物流、医疗、地产、消费金融四大行业，

打造大资管为特色的精品券商；加强对经纪业务的扶持，协同经管总部；搭建科技金融基础平台，扎根技术，联动业务，打造金融、科技一体的优质互联网金融平台。

当然，业务转型也需要人才队伍的调整与匹配。 上述华南某中型券商有关负责人看来，经纪业务向财富管理转型，意味着具备服务高净值客户经验的专业人才需求更大；互联网金融仍然是未来金融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对科技人才尤其

是金融科技人才的争夺必将持续进行；引进来、走出去，对优秀海外人才及本土国际化人才的需求成为趋势。

■ 责编：李豫川 美编：韩景丰 电话：

010－63070352 E-mail:jgb@zzb.com.cn

■ 2018年9月19日 星期三

机构天下

A06

I

nstitutional� Investors

我国干细胞治疗领域传来一则重磅消息。

9 月 14 日， 百年中药企业九芝堂发起设立的九芝堂雍

和启航基金，与位于美国生物药谷圣地亚哥的有着十余年干

细胞研发、生产、营销历史的美国 Stemedica 细胞技术公司

签署投资协议。协议约定，九芝堂美科（北京）细胞技术公司

将引进全球顶级干细胞企业的干细胞生产技术及制备平台，

用 3-5 年的时间，在北京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建造符合美

国和欧盟 cGMP 标准的商业级干细胞生产基地。

业界人士认为，此举标志着九芝堂正式进军干细胞药物

研发、临床与产业化领域，中国干细胞制药时代将加快来临。

2004 年诺贝尔奖获得者 Aaron�Ciechanover 教授、国

际干细胞临床研究专家 Joseph�Maroon 博士、 美国知名小

儿神经外科主任 Michael�Levy 教授、Stemedica 公司首席

医学官 Alex�Kharazi 博士、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

院的张亚南教授、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田野教

授、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细胞资源储藏及研究中心主

任袁宝珠教授等数百名与会者，共同见证了九芝堂进军干细

胞制药领域的启动仪式。

从干细胞研究到干细胞制药

越来越多的临床案例表明，干细胞技术对人类医疗发展

有着划时代意义。在当天举行的全球干细胞产业发展高峰论

坛上，来自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医学院、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等医疗机构的专家分享了干细胞在卒

中、神经内科和心脏病等领域的应用案例。 数据显示，全球注

册在案的干细胞临床研究有近 6000 个，10 年前的这个数字

是 800 个。 随着基础研究的突破和临床应用的推进，干细胞

技术催生巨大市场。预计到 2020 年，全球干细胞市场将达到

4000 亿美元， 中国干细胞市场规模将高达 1200 亿元人民

币。 正因此，世界各国纷纷将干细胞列为在人类健康领域提

高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干细胞产业由干细胞采集与存储、干细胞制剂生产研究

和临床治疗与应用 3 部分组成。“我们的目标是研发干细胞

药物。 ”九芝堂美科 CEO 高岩嵩表示。 他介绍，我国目前有

140 多家干细胞相关企业，绝大部分是进行采集存储和干细

胞制剂生产研究的，临床应用是需要重点发力的方向。 全球

已批准 13 种干细胞药物，中国还是空白。国内的干细胞应用

主要有临床试验和临床研究两种途径。 尽管卫生部门要求干

细胞技术用于临床治疗须经审批，但未经批准的干细胞治疗

项目仍广泛存在，这种混乱状况给干细胞产业的发展带来不

小的负面影响。

为了解决乱象，2011 年底，卫生部（现国家卫健委）和

国家食药监局发布了一项禁令， 规定中国在 2012 年 7 月 1

日前停止在治疗和临床试验中试用任何未经批准使用的干

细胞，并停止接受新的干细胞临床项目申请。 2015 年 8 月，

国家卫计委（现国家卫健委）、国家食药监局联合发布《干细

胞临床研究管理办法（试行）》。这一中国首个针对干细胞临

床研究的规范性文件，带动了新一轮行业热潮。

2016 年 10 月 2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健康

中国 2030” 规划纲要》，大力推进中国的医药创新和产业转

型，以干细胞技术为代表的再生医学是未来医学发展的主要

方向。 干细胞技术作为研究重点，连续多年写入国家和地方

多个科技发展纲要和专项指南。

“干细胞的研发应用需巨额资金投入，大企业的加入无

疑将加快这一进程，同时也将推动干细胞质量标准体系的完

善。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生物制品检定所细胞资源储

藏研究中心主任袁宝珠分析。 所有干细胞制剂从制备、体外

试验、体内动物试验，到植入人体的临床研究及临床治疗的

过程，都须对所使用的干细胞制剂在细胞质量、安全性和生

物学效应方面进行相关的研究和质量控制。

袁宝珠强调的大规模干细胞制备、标准化储存等，正是

九芝堂美科致力于解决的问题。“我们引进 Stemedica 公司

全球领先的干细胞生产技术及制备平台，实现了世界领先的

干细胞可规模扩增， 解决了干细胞成药的关键技术问题。 ”

九芝堂美科 CEO 高岩嵩说。

启动临床：加速推动干细胞药物上市

美国 Stemedica 公司位于全美生物技术与制药行业聚

集地———圣地亚哥，是美国首个获批使用干细胞治疗阿尔茨

海默症的临床研究药企， 是美国为数不多的几家被 FDA 认

证可以进行干细胞药物试验的生物公司之一，也是世界上少

数能够生产包括人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和人神经干细胞两种

干细胞的企业。

将干细胞成药， 是九芝堂选择的干细胞产品发展战略。

干细胞药物是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药物， 也是各国科学家

技术攻关的难点。 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技术的不断

发展， 世界各国对于细胞药物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 监管

制度和路径也在不断完善。 近年来， 中国医药体制改革步

伐不断加大， 频频出台对创新药物的鼓励政策。 CFDA 已

经陆续发布了一系列针对干细胞技术层面的指导原则， 并

且重新开始受理干细胞临床试验申请， 干细胞成药的大门

已经打开。

随着美方技术的稳步转移，九芝堂正在大兴拥有可以将

干细胞药物产业化的生产场地， 全部按照符合美国和欧盟

cGMP 标准设计施工，投产后，将实现从一份捐赠的骨髓样

品制备出 90 万份一致性的、高活性的治疗用干细胞，真正实

现世界领先的干细胞可规模扩增，解决干细胞成药的关键技

术问题。 九芝堂美科将在充分利用美国 Stemedica 公司现

有成果基础上不断创新，在神经系统、心脑血管、内分泌、骨

科等领域开展临床试验。 目前公司正在进行资料整理和准备

工作，预计年内向 CFDA 申报。

同时，九芝堂美科还与墨西哥 Novastem 细胞技术公司

及哈萨克斯坦 ALTACO 细胞技术公司分别签署合作协议，

将共同建立国际化干细胞研发平台。

正如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振国所言，公司希望

立足自身中医药产业优势，借力国际干细胞技术优势，将中

国传统医学与干细胞前沿生物技术相结合，开创出一条中国

老字号医药企业的创新之路。九芝堂美科与美国 Stemedica

公司的深度合作，则标志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传统中医药企

业向医药创新迈出了重要一步。

九芝堂作为国内干细胞成药的开拓者，矢志发展成为全

球再生医学领先者的初心不变，将一直积极构建国际化的研

发、生产、应用布局，为提升我国干细胞成药的竞争力及中国

再生医学领域的发展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文 钟华）

百年九芝堂———做全球再生医学领先者

迎接中国干细胞制药时代

-CIS-

券商再迎高管变动潮

□本报记者 赵中昊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 今年以来已经有十多家券商高管发

生变更。在弱市环境下，券商的求新求变也加速了高管的更迭。 业

内人士认为，在当前头部券商的优势越来越明显的背景下，中小券

商还是应“稳字当头” ，平稳过渡、稳健发展。

券商高管更迭频繁

9月15日，方正证券公告称，公司已完成法定代表人的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公司法人已变更为董事长施华。 此前，方正证券曾公

告称，施华自9月10日起担任公司董事长，高利不再担任公司董事

长职务。

除方正证券外，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还有

国海证券、海通证券、平安证券、中信建投、华融证券、浙商证券、西

部证券、江海证券、中银国际、广州证券、银河证券、招商证券、第一

创业、 东方财富证券、 财通证券和中泰证券等发生了高层人事变

动。 加上2017年发生高管变动的20多家券商，近两年以来已有超

过40家券商的董事长、总裁或总经理级别的高层管理人员发生变

更，倘若将董事、监事等高级管理人员计入在内，近两年以来已有

近三分之一的券商高层出现人员调整。

在上述券商中，西部证券、江海证券、中银国际、东方财富证

券、财通证券和方正证券的董事长职位发生变更。 具体来看，西部

证券董事长徐朝晖、江海证券董事长赵洪波、中银国际证券董事长

林景臻、东方财富证券董事长陶涛、财通证券董事长陆建强和方正

证券董事长施华今年履新。 此外，国海证券、平安证券、中信建投、

华融证券、广州证券、招商证券和第一创业等券商的总裁职位发生

变更。

据业内人士透露，券商高层人员的变动，主要出于以下几个

原因，一是到龄退休，换由年青一代掌舵；二是高管职业规划有

变，跳槽后另谋高就；三是公司业绩不达标或者遭受处罚，高管被

迫让贤。

中小券商“稳字当头”

业内人士认为，当前市场低迷，金融机构在业务层面难免受到

影响，而券商首当其冲。 经济结构调整以及监管趋严，对券商的稳

定发展和持续经营带来较大压力。面对激烈的行业竞争，券商被迫

进行业务结构的调整，求新求变，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同时也加

速了高管的变动频率。

2017年以来履新的券商高管以“少壮派” 居多，包括爱建证

券总裁祝健、民生证券总裁周小全、西部证券总经理何方、华融证

券总裁段建生以及第一创业的总裁王芳等均是“70后” 人士。 值

得注意的是， 去年履新的浙商证券总裁王青山和长江证券刘元瑞

是80后。

业内人士表示， 股东或投资者往往寄希望于新鲜血液的注入

能为公司的发展带来新气象， 因为高管的管理风格以及行事作风

往往会直接影响到公司的日常运营以及未来的发展战略规划。

不过，业内人士指出，对于刚刚完成高管更迭的券商来说，不

可一味求新求变，平稳过渡、稳健发展仍是重点，尤其对中小券商

而言，稳健发展尤为重要。

上市券商2018年半年报数据显示，32家A股上市券商上半年

合计营收为1219.45亿元，同比下滑7.95%；归母净利润为340.27

亿元，同比下滑23.08%；经纪业务手续费净收入为313.85亿元，同

比下滑4.54%； 投行手续费净收入为127.50亿元， 同比下滑

21.85%；自营收入为333.34亿元，较去年同期下滑17.15%。 上半

年随着市场下挫，券商业绩承压，大型券商和中小券商的业绩分

化也在加剧。

分析人士指出，对于刚刚“换帅” 的中小券商而言，如何能在

市场不景气、头部券商的优势越来越巩固的背景下突破重围，在行

业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同时在经营中保持审慎，避免“踩雷” ，成

为刚刚履职的新任高管的首要任务。

券商“寒冬”里的校招

金融科技人才优先 折射转型发展“野心”

□本报记者 陈健 赵中昊

2019年的毕业季虽然还未到来，但求职招聘的气氛已弥漫开来。进入9月份，陆续有券商拉开2019年应届毕业生秋季校园招聘的帷

幕。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已有中信证券（山东）、国金证券、德邦证券、中银国际证券、东方红资管等多家机构发布

校园招聘公告。

当前证券行业正面临“过冬”考验，叠加行业转型发展的诉求，券商对人才的需求也在悄然调整，而校招这一券商补充人才、实现内

生发展的重要渠道，似乎印证了这一变化。 记者注意到，券商当前明显加大了对金融科技岗位人才的招聘力度。

行业收缩周期下的校招

每年的毕业季之前，对大部分应届毕业生而言，都

是忙碌而又忐忑的一段时期。 小王（化名）是沪上某高

校理工类专业大四本科生， 明年即将毕业的他向记者

表示：“今年找券商方面的工作感觉挺难的。 近期投过

几家券商的多个职位，有技术类的也有研究所的职位，

但是多数券商要求研究生学历。 目前自己还没有拿到

券商的Offer。 ”

目前，各家券商陆续启动了秋季校园招聘。 中信证

券子公司———中信证券（山东）率先拉开了中信证券

秋季校招大幕，此次共招聘335人，整体上与去年同期

的344人招聘规模基本持平。 具体来看，客户经理岗是

招聘的重点，今年招聘300人，延续了去年规模。 此外，

其他岗位如管理培训生、业务运营岗有少量招聘。

德邦证券近日也启动了秋季校园招聘， 记者了解

到，德邦证券今年校招的启动时间依旧是9月1日，拟招

募40名2019届毕业生，岗位涵盖各业务和职能条线，包

括投资银行、资产管理、固定收益、研究所、财务管理、

运营中心等。人员要求与往年基本一致，为2019届硕士

及以上学历毕业生，专业不限，但复合学科背景毕业生

优先考虑。 德邦证券有关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今年也将启动营业部营销岗和营业部总经理储备项目

的招聘，加强对公司经纪业务的扶持，以及营业部人才

的培养和储备。

“券商校园招聘的重点是储备和培养后备人才，很

大一部分专业性比较强的岗位是从校园招聘进来一步

步培养起来的，如券商行业研究员。 招聘的过程也是企

业品牌宣传的过程，各家券商都会认真对待。 ” 华鑫证

券人力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赵明（化名）告诉记者。

不过，从今年券商校招人员数量上看，整体上可能较

往年有所收缩。供职于沪上某大型券商投行债承部的刘丽

（化名）告诉记者，他们公司今年在招聘上缩招比较厉害，

校招或者实习留用的比较少，招聘上也以社会招聘居多。

刘丽介绍， 她所供职的公司今年的校招只招了IT

部门的人，其他部门都没有校园招聘。 据她所知，部分

券商今年可能不进行校园招聘。“卖方券商研究所现在

也很难通过实习留用了。 听说券商研究所试用转正现

在更加严格了，要有考核，有一定难度。 ”刘丽称。

业内人士表示，由于金融市场的人才相对饱和，券

商招聘应届生的人数逐渐下滑。 例如，对投行而言，部

门属性对新人要求“招之即来、来之即战” ，因此给应

届生的机会就比较少。

采访中， 小王对记者表示：“我们也关注到当前券

商行业的一些动态，如投行业务不好做，降薪、裁员等。

但从自己的兴趣看，以后还是想从事券商行业，后续自

己会继续向其他招聘的券商投递简历。如果没有拿到券

商Offer，会考虑先去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同时争取考过

CPA，申请研究生，后面再找机会去券商。 所幸的是，目

前自己已经拿到一家四大的Offer，心里稍稍有底了。 ”

金融科技岗增势明显

随着金融科技对证券业改造的持续深入， 当前行

业发展正从信息金融、互联网金融逐步迈向智能金融，

相关人才逐渐成为券商重点储备的对象。 记者查阅各

家券商今年的秋季校招信息发现， 金融科技类人才的

需求十分旺盛。

广发证券近日启动了2019年校园招聘金融科技专

场，14大岗位共计招聘逾40人，其中涉及区块链软件研

发工程师、大数据开发工程师、智能应用研发工程师等

职位，专业要求基本是以计算机相关专业为主。

中银国际证券近日发布的2019年秋季校招公告显

示，8个岗位计划招聘12人，其中，网络金融部金融产品

经理岗、互联网产品经理岗、软件开发部互联网应用开

发等4个岗位涉及金融科技。

国金证券的秋季校招中也有网络金融部的APP产

品运营、产品经理、ETL工程师、功能测试工程师等10

余个岗位，面向2019应届生，招聘人数不详。

记者从华鑫证券了解到， 公司今年的校园招聘将

在9月底开始，至11月底结束，主要招聘金融科技类人

才、投资/研究类人才、财富管理类人才、营销类人才，

其中金融科技类的人才需求量比较大。

“当前证券行业同质化竞争依然严重，而金融科

技有望打破这一僵局。 对券商而言，各业务领域都需

要应用金融科技手段来提升服务效率、服务品质，更

重要的是以科技驱动创新， 运用金融科技手段探索

新的风控模式、服务模式乃至盈利模式。 金融科技不

是一个个单点技术，而是为应用场景服务的。 ” 赵明

表示。

普华永道近日发布的《2018中国金融科技调查报

告》显示，未来一至三年，资产和财富管理行业会更加

关注智能投顾，并且持续扩大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 人

工智能的应用价值已被广泛认可， 但大部分受访者认

为人工智能开展的各项基础条件都比较欠缺， 尤其在

数据与团队方面面临巨大挑战。

华南某中型券商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金融科技

水平已成为券商核心竞争力之一， 各大券商对科技人

才一直需求较大。 金融科技人才需求涵盖证券各主要

业务领域，从岗位类型来看：技术类岗位，如研发类工

程师、大数据分析师、交互设计师、UI设计师等；产品类

岗位，如产品经理；营销类岗位，如互联网运营经理、

APP推广经理等。

赵明表示，目前券商行业金融科技岗，最缺乏的是

同时具备金融和技术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复合型人

才。 此外，该岗位人才最好还能够拥有用户思维和产品

思维。 只有站在用户的角度去思考，以用户为中心，才

能打造出真正符合投资者需要， 解决投资者问题的好

产品。 对于华鑫证券而言，科技引领业务发展是公司的

发展战略，在金融科技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公

司将继续加大这方面的投入。

券商欲破同质化僵局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券商各项业务的转型发展，同

质化通道类业务占比进一步下滑， 国内券商因战略方

向以及竞争优势的不同，或在财富管理、跨境及海外业

务、 基于资产负债表的资本中介服务业务等方向呈现

差异化发展趋势，行业格局加速分化。

就券商自身发展而言， 受监管政策及行业大环境

的影响， 当前大部分券商都在进行业务转型或重点发

展特色业务，其中大券商的业务布局较为广而全，中小

券商多数将发展自己的特色业务，形成特有的竞争力。

业内人士指出，在向财富管理转型方面，随着资管

新规及相关细则的落地， 各家券商从资管业务大举出

击，不断增强主动管理能力。 其中一些大型券商，主动管

理规模普遍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基数较高且品牌优势明

显，同时拥有更好的人才资源和完善的资源配置。

随着沪伦通等政策推出， 国内资本市场对外开放

不断提速， 这对于海外业务已有长时间布局的大券商

而言，无疑是利好。 国内大型券商的跨境业务将迎来快

速发展期。

总体而言，在国内资本市场双向开放、行业竞争日

趋激烈的趋势下，对于各家券商而言，差异化竞争无疑

是重要的发展方向。 沪上某中型券商人士表示，后续公

司的差异化发展战略主要包括，深耕物流、医疗、地产、

消费金融四大行业，打造大资管为特色的精品券商；加

强对经纪业务的扶持，协同经管总部；搭建科技金融基

础平台，扎根技术，联动业务，打造金融、科技一体的优

质互联网金融平台。

当然，业务转型也需要人才队伍的调整与匹配。 在

上述华南某中型券商有关负责人看来， 经纪业务向财

富管理转型， 意味着具备服务高净值客户经验的专业

人才需求更大； 互联网金融仍然是未来金融业发展的

重要方向， 对科技人才尤其是金融科技人才的争夺必

将持续进行；引进来、走出去，对优秀海外人才及本土

国际化人才的需求成为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