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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尚伃

注册制对券商的研究实力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具备成熟投行团队、
项目储备丰富、研究定价和机构销
售能力突出的证券公司将迎来新的
盈利增长点。

2021年以来，券商研究所研究
人员流动风声四起，一些明星分析
师的任职动态更是受到业界的强烈
关注。据《证券日报》记者调查发
现，当前很多券商为不断扩充分析
师团队，不惜花重金挖角、聘请分析
师等研究人员。

知名研究员动向
颇受关注

近日，海通证券研究所副所长、
首席经济学家姜超或将离任的消息
引爆了朋友圈，而接替姜超的则是
梁中华。梁中华在 2020年 12月份
之前，一直任职于中泰证券，为中泰
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

《证券日报》记者从内部人士了
解到，梁中华的个人微信名称已由

“梁中华-中泰宏观”变更为“梁中
华-海通宏观”。同时，梁中华个人
微信公众号，在2020年11月30日发
布最后一篇中泰宏观的研报后，直
到2020年12月15日，梁中华发布的
研报均变更为来自海通宏观。而姜
超的个人微信公众号于 2020年 12
月13日起停更，至今未有新动向。

从证券业协会的从业人员登记
变更记录来看，梁中华从 2015年 8
月份起于海通证券从事一般证券研
究业务，2017年 7月份职务为分析

师，2018年8月份离开海通证券，赴
中泰证券。梁中华在中泰证券的离
职登记日期为 2020年 12月 4日，并
于 2020年 12月 10日注册成为海通
证券分析师。目前，姜超的登记变
更信息仍停留在 2013年 1月 31日
加入海通证券，登记状态为正常。

记者梳理发现，2020 年，原光
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从光大
证券离职，出任中金公司首席经济
学家、研究部负责人。其实，彭文生
2014年从中金公司离职，时隔六年
后，再度回归中金公司。原国金证
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李立峰正式加入
浙商证券研究所，任浙商研究所副
所长、首席策略分析师；国泰君安研
究所副所长、全球首席策略分析师、
总量团队负责人的李少君卸任，“90
后”新秀陈显顺接棒。

从券商的布局角度来看，不少
券商加快了“研究力”发展步伐。去
年8月份，红塔证券新设研究所（事
业部制），作为公司的一级部门，专
门履行公司卖方研究业务的拓展与
管理等职责；此后，红塔证券“引进”
了不少知名分析师，然而近期，也有
不少去年底刚入职的分析师已跳槽
其他券商。同时，记者发现，红塔证
券研究所微信公众号于 2020年 12
月 1日认证，但至今还未对外发布
相关内容。

多家头部券商
高调公开招聘

伴随机构客户不断壮大，对券
商的专业化和个性化服务提出了更
高要求，那些资本实力、综合金融服

务能力、研究团队等方面具有优势
的券商未来将具有更大发展空间。
为此，很多券商不惜花重金聘请分
析师，券商分析师们的流动性进一
步加大。

据东方财富 Choice数据统计，
2021年开年以来，127家券商的分
析师人数合计已增至3471人。有9
家券商分析师人数超百人，分别为
中金公司（150 人）、国泰君安（144
人）、海通证券（138人）。其中，中
金公司、中信建投、中信证券分别新
增12位、9位、6位分析师；而光大证
券却流失了12位分析师。

在证券行业改革创新的背景
下，传统的卖方研究业务面临新的
机遇和挑战，各家券商都在找寻自
己的特色化“研究道路”，证券公司
对优秀的分析师求贤若渴。

目前中国银河、中信建投、华泰
证券、中金公司、方正证券等头部券
商均在大力招聘研究人才。其中，
中国银河在其官方渠道公开表示，
为全力打造新卖方，展现新面貌，做
出新成绩，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现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首席分析师、分
析师、机构销售、公募基金评价岗。
中信建投宏观经济与固定收益研究
团队也正在招聘宏观经济分析师。
方正证券研究所策略团队正在进行
2021年校招应届生招募。

从薪资方面来看，《证券日报》
记者通过猎聘网发现，有多家券商
自己或通过猎头挂出百万元以上年
薪招聘研究人才。其中一家去年有
合并传闻的上市券商招聘首席分析
师，挂出的薪资福利为120万元/年-
180万元/年，将分别负责跟踪相关

行业和资本市场动态，研究相关上
市公司，研究行业发展趋势和宏观
政策环境，撰写政策点评报告和行
业深度报告等等。还有一家上市券
商招聘首席分析师，要求为食品、农
业、建筑、煤炭、交运、家电的首席，
新财富前三席，新财富前五首席，挂
出的薪资福利高达360万元/年-720
万元/年。还有多家券商挂出的招
聘首席分析师的薪资福利水平均在
百万元以上。

对于券商重金聘请分析师，中

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赵
亚赟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目前券商大部分服务同
质化，收费一降再降，业内较为均
衡，为此客户在选择时，就更加注
重券商的名气和资源。而明星、首
席分析师恰恰容易帮助券商提高
知名度。现在，大资管成了为数不
多可以贡献利润的业务，但机构持
股抱团严重，势必会造成很大风
险，也亟需优秀的分析师提供新的
优质投资标的。”

首席频变动券商急招人
年薪百万元年薪百万元““起步价起步价””最高挂出最高挂出720720万元万元

本报记者 王思文

近日，资管总规模超万亿元的
“银行系”基金公司工银瑞信基金发
布了一份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
告，公司党委书记赵桂才担任新任
董事长并代任总经理及法定代表
人。今年以来，仅一个多月的时间
里，132家基金管理公司中已有22家
基金公司涉及 43位高管人员变动，
涉及职位包括董事长、督察长、总经
理、副总经理、首席信息管、合规总
监职位的新任、离任、转任等情况。

公募基金行业中有着众多业绩
傲人的“掌舵者”，领军人物的登台
往往带来崭新的战略决策和发展方
向。《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今年以
来，已有 5家基金公司董事长职务
发生变更，如果剔除代董事长和代
总经理职务这一特殊情况，年内已
有工银瑞信基金、国开泰富基金、朱
雀基金 3家基金公司的新任董事长
走马上任。博时基金、长安基金、国
荣基金 3家基金公司的新任总经理

正式履职。

首家银行系基金公司
工银瑞信正式“换帅”

2020年9月3日，工银瑞信董事
长郭特华因个人原因离任后，董事长
职位一直空缺，并由王海璐、朱碧艳依
次任代董事长一职。时隔5个月后，工
银瑞信终于迎来新“掌门人”赵桂才。
据《证券日报》记者了解，赵桂才是“工
银系”中一名工作近31年的老将，他于
1990年7月份加入工商银行，先后在
工总行商业信贷部、营业部和公司业
务二部工作，先后任副处长、处长、副
总经理。2013年1月份至2016年1月
份，任工银巴西执行董事、总经理。
2016年1月份至2020年12月份，任工
银租赁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总裁。

2020年12月份，赵桂才执掌国
内最大的银行系基金公司，被正式
任命为工银瑞信基金党委书记并主
持工作，中国基金业协会基金从业
人员名单显示，2021年 1月 27日其

正式取得从业证书，机构为工银瑞
信基金。而前任董事长郭特华已

“奔私”，任海南富道私募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事实上，这类高管变更在基金
行业并不少见，尤其是在每年年
初。《证券日报》根据WinD资讯数据
统计发现，今年以来，基金公司发布
的高管人员变更公告中共涉及 22
家基金公司中的 43名高管职位变
动，其中有 5家基金公司董事长变
动，涉及高管12人；5家基金公司总
经理变动，涉及高管11人；3家基金
公司督察长及 8家基金公司副总经
理变动，分别涉及高管6人和12人，
此外还有 2家基金公司首席信息官
及1家基金公司合规总监变动。

单看公募基金公司董事长这一
职务的变更情况，年内就有 5家基
金公司正式“换帅”。这5家基金公
司分别是：国开泰富基金、朱雀基
金、长信基金、华宸未来基金和工银
瑞信基金。如果剔除代董事长这一
特殊情况，今年以来已经有 3位基

金公司新董事长正式上任。
年内还有 5家基金公司总经理

“走马换将”。这5家基金公司分别
是博时基金、工银瑞信基金、国融基
金、长安基金和中海基金。其中，博
时基金正式“官宣”迎接“公募老将”
高阳是本周业内重磅人事变动的新
闻。高阳，1998年毕业于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8
年7月份至2000年2月份，在中金公
司销售交易部担任债券投资经理。
2000年3月份加入博时基金，是名副
其实的公募基金行业“先行人”。时
隔22年后，高阳回归“老东家”，与上
任不久的董事长江向阳共话博时基
金新发展，成为业内的话题。

朱雀基金三度换帅
女将史雅茹“接棒”

从上述 3家基金公司董事长的
离任原因来看，可谓大有不同。例
如，国开泰富基金原董事长郑文杰
主要是因工作调动原因离任，郑文

杰自 2003年就在国家开发银行工
作，2016年11月起担任国开泰富基
金大股东国开证券的副总裁兼董事
会秘书、党委委员。

朱雀基金原董事长王欢因个人
原因离任。朱雀基金成立两年多来
已迎三任董事长。首任董事长梁跃
军因负责公司经营管理，加大投研力
度建设，担任公司基金基金经理而

“降职”为董事兼总经理，原董事兼总
经理王欢“升任”董事长，王欢近日离
职后，第三任董事长史雅茹接棒。

根据公司公告及公开信息显
示，史雅茹此前曾担任过西安经济
技术开发区建设公司法定代表人、
管理委员会财政局局长职务，亮相
媒体次数较少。2020年 6月 11日，
史雅茹基金从业证书挂靠上海朱雀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2021年1月8日
正式挂靠朱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而事实上，大部分的高管人士
变动的真实原因都很难寻觅，这也
促使业内对基金公司高管的人事变
动格外关注。

年内3家公募基金公司“掌舵人”有变
22家43名高管“走马换将”

本报记者 苏向杲

2020年，保险行业虽然经过疫情的冲击，但预计
利润依然实现正增长。《证券日报》记者近期获得的
一份权威数据显示，2020年，保险公司预计利润总额
3431.9亿元，同比增加298.5亿元，增长9.52%。

引人注意的是，产险公司去年预计利润仅为
70.09亿元，减少 564.67亿元，下降 88.96%。而人身
险公司预计利润达2772亿元，增加375.83亿元，增长
15.68%。此外，再保险公司与保险资产管理公司预
计利润同比增长均超过30%。

为何人身险公司利润出现增长，而产险公司却
大幅下滑？据《证券日报》记者了解，由于去年权益
市场向好，股票、证券投资基金等权益投资取得较高
收益率，拉动了人身险业务利润增长；而产险业务则
受车险承保利润下滑、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亏损的
拖累，利润出现较大幅度滑坡。

人身险公司利润预增15.7%

2020年，人身险公司取得较好的利润增速。数
据显示，去年人身险公司预计利润达2772亿元，增长
15.68%。

通常来说，人身险公司有三大利润来源：死差
益、费差益、利差益。其中，利差益（即投资收益）历
年对利润的影响最为显著，利率及权益市场走势是
核心影响因子。对照来看，2020年权益市场向好，险
资股票及证券投资基金收益率均超 10%，对利润的
拉动作用明显。

具体来看，截至2020年末，险资投资证券投资基
金收益率达 12.2%，投资股票收益率为 10.87%，虽然
股票与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余额仅占险资投资总规
模的 13.75%，但贡献的投资收益却占险资总投资收
益的 28%。同期，险资对银行存款的收益率为
3.72%，投资债券的收益率为4.09%，投资性房地产的
收益率为1.99%，这几大类投资收益率与往年基本持
平，对利润增速的贡献较小。

实际上，纵观历次大牛市，人身险公司利润均会随
着股市向好出现大幅增长。2020年权益市场走势较
好，有效对冲了疫情对人身险公司保费端的负面影响。

保费层面，去年人身险公司受疫情影响，保费增
速缓慢。银保监会披露的数据显示，2020年，人身险
业务原保险保费（下称“保费”）收入33328.8亿元，同
比增加 2334亿元，增长 7.5%。而 2019年，人身险业
务保费同比增长 13.76%。对比来看，人身险业务保
费增速放缓明显。

总体来看，去年健康险业务出现较快增长，其他
业务增速较为缓慢。2020年，人身险业务中，寿险保
费收入达23982亿元，增加1228亿元，增长5.4%，人身
险业务占比72%；健康险业务8173亿元，增加1107亿
元，增长15.7%，业务占比24.5%；意外险业务1174亿
元，减少1.05亿元，下降0.09%，占比3.52%。

2021年，受益于去年的保费低基数，加之行业逐步
进入发展常态，人力及销售策略回归正常节奏，人身险
行业保费有望快速增长。近期，《证券日报》记者也获
悉，不少大型人身险公司首月保费实现“开门红”。

产险公司利润大滑坡

与人身险公司截然不同的是，2020年产险公司
利润出现大滑坡。投资与承保是保险公司的两大核
心来源，去年产险公司在承保端遭遇“滑铁卢”，承保
利润同比出现大幅下滑。

数据显示，2020年，产险公司预计利润仅70.09亿
元，同比减少564.67亿元，同比下滑88.96%。引人注
意的是，去年产险公司承保利润为-108.44亿元，同比
减少110.6亿元，下降5137%，承保利润率-0.90%。

从影响产险利润的险种来看，去年车险承保利
润大幅下滑、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大幅亏损是导致
财险公司去年承保亏损的主因。

车险业务一直以来是产险公司第一大业务，对
保费和利润贡献最高，不过去年车险承保利润仅
79.57亿元，同比减少 24.03亿元，同比减少 23.20%，
承保利润率仅为1.01%。

此外，2020年产险公司信用保险与保证保险承保
亏损达到 127亿元，较去年同期的承保亏损 40.31亿
元大幅增加，两大险种的承保利润率分别为-22.52%
和-15.05%，分列产险亏损第一和第二位。船舶保
险、工程保险等其他险种也出现承保亏损。

纵观近年来产险公司承保利润表现，2018年产
险公司首度出现承保亏损，2019年扭亏，2020年再度
陷入亏损，2021年产险公司的经营压力依然不小。

从产险公司第一大业务——车险来看，去年9月
19日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印发实施车险综合改革
指导意见的通知》对车险行业影响巨大。泰康在线
CEO刘大为对记者表示，车险综合改革以充分保护
消费者利益为核心，通过增保、降价、提质让利于消
费者。不过综改后，车险市场保费规模下降，千亿元
级保费的减少，就是让利给消费者的。从成本结构
看，对险企来说，这次改革带来的直接结果是赔付率
上升、费用率下降，改变了车险的成本结构。

而信保业务的亏损与融资类信保业务密不可
分。去年部分龙头险企信保业务已出现大幅收缩，
数据显示，中国人保去年前三季度信用保证险保费
收入达 52亿元，同比大幅下滑 71.2%。对信保业务
的亏损和收缩，人保财险副总裁沈东此前称，信保业
务的亏损主要来自融资类信保业务亏损。

记者也从相关渠道了解到，2021年 1月 27日，
银保监会财险部向各财产保险公司下发的监管提
示函指出，目前融资性信保业务仍然是当前财产险
领域最突出的风险隐患，通报了近期在风险排查中
发现的主要问题，提示经营风险，并对财险公司经
营信保业务提出相关要求。随着行业加强监管及
险企进一步压缩该类业务，信保业务 2021年或能迎
来转机。

险企预计
去年利润3432亿元
产险公司利润同比大降近九成

本报记者 彭 妍

2021 年金融业严监管态势不
减。《证券日报》记者根据银保监会
官网公布的信息统计，今年以来（以
罚单披露时间统计），银保监会及其
派出机构对各类型银行业机构（不
含个人）已累计开出罚单 170余张，
罚金金额逾1.63亿元。值得注意的
是，信贷业务违规依然是银行受罚

“高发区”，其中，因个人经营性贷
款、个人消费贷款等多用途资金违
规流入房地产市场仍是监管处罚重
点。除此之外，对银行理财业务的
监管也毫不手软，其中不乏千万元
级罚单。

小花科技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苏
筱芮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监管再出重拳治理个人信贷
违规流入楼市的原因，可以从两个
层面看：金融层面，既不利于银行业
机构的贷款集中度管理，亦会扰乱
金融市场秩序，给个人债务加大不
必要的负担；楼市层面，个人信贷资
金违规流入楼市是一种“加杠杆”的
表现，与“房住不炒”主流基调相违
背，助长了楼市炒作风气，扰乱了房
地产市场的正常秩序。

在苏筱芮看来，后续预计将由
房地产主管部门与金融主管部门加

强跨部门联动协作，金融主管部门
将强化对金融机构房贷集中度的管
理，运用监管科技加强对金融机构
的信贷监测，对顶风作案的金融机
构加大处罚力度。而地产主管部门
则会加强购房者资格认定，例如上
海推出“购房积分”，优先支持有社
保、有户口、有家庭的无房人群。

信贷违规仍是监管重点

从处罚事由来看，银行信贷业
务被罚原因包括违规向房地产开发
企业发放流动资金贷款；贷款资金
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贷款“三查”
不尽职，房地产开发贷款资金回流；
同业投资资金（通过置换方式）违规
投向“四证”不全的房地产项目；向
资本金比例不达标的项目发放房地
产开发贷款等成为银行“踩雷”的主
要原因。

例如，某国有大行重庆市分行
因“为虚假并购交易发放信贷资
金”“贷款‘三查’严重不尽职”等被
处以 1550 万元罚款。某股份制银
行合肥分行因“授信工作严重不审
慎”、向资本金比例不达标的项目
发放房地产开发贷款等被罚 145万
元。

在信贷违规中，因个人经营性

贷款、个人消费贷款等多用途资金
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仍是监管处罚
重点。

厦门银保监局1月19日公布的
行政处罚信息显示，厦门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因个人经营性贷款资金被
挪用流向房地产领域，被处罚款 20
万元。

云南某农商行也因“信贷资金
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违规发放虚
假按揭贷款、信贷资金被挪用等”被
罚款95万元。

目前各地仍在持续加强监管，
例如，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
开展专项检查。1 月底，上海和北
京两地的银保监局相继发声，将严
格查处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的信贷
资金。

1 月 29 日，上海银保监局印发
《上海银保监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个
人住房信贷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通知》要求防止消费
类贷款、经营性贷款等信贷资金违
规挪用于房地产领域。下一步，上
海银保监局还将根据自查情况开展
房地产贷款业务专项检查，对发现
的违法违规问题将依法采取监管措
施。北京银保监局 1 月 30 日亦表
示，将严查个人信贷资金违规流入
房地产市场，积极配合维护北京地

区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理财业务违规遭重罚

事实上，理财业务违规一直是
监管的核查重点之一，在今年以来
银保监会开出的罚单中，尽管涉及
理财业务的罚单虽然数量不多，但
是处罚金额较高。从处罚缘由来
看，个人理财资金违规投资、理财产
品之间风险隔离不到位、理财业务
与自营贷款业务隔离、整治理财产
品调节收益行为等依旧是银行理财
业务违规的痼疾。

从具体银行来看，被罚金额最
多的是工商银行，罚金高达 5470万
元，这也是今年以来银行业最高罚
金。国家开发银行和邮储银行分别
以 4880万元、4550万元的累计罚金
分列第二、三位。

从工商银行此次存在23项违规
行为案由看,理财业务的违规问题占
绝大多数,主要包括因理财资金投资
他行信贷资产收益权或非标资产收
益权、理财资金违规用于缴纳或置
换土地款、理财产品通过申购/赎回
净值型理财产品调节收益、理财产
品信息披露不到位等多项违法违规
行为。

邮储银行也因存在26项违规行

为被罚，被罚的违规业务仍主要集
中在贷款业务、理财业务和同业业
务。以理财业务为例，邮储银行存
在理财投资收益未及时确认为收
入、部分分行为非保本理财产品出
具保本承诺、投资权益类资产的理
财产品违规面向一般个人客户销
售、代客理财资金用于本行自营业
务未实现风险隔离、通过基础资产
在理财产品之间的非公允交易人为
调节收益、理财风险准备金用于期
限错配引发的应收未收利息垫款、
未在理财产品存续期内披露非标资
产风险状况发生实质性变化的信息
等问题。

苏筱芮分析称，一方面，伴随着
商业银行理财转型进度的步伐加
快，理财规模节节攀升，甚至出现了
一些激进行为，需要“踩下刹车”，保
持业务经营的平稳有序。另一方
面，去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
银行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提
到，将健全人民银行的履职手段，针
对金融市场违法成本低的问题，加
大对金融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规
定对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可以加重
处罚，罚款上限提高至二千万元。
今年银保监会和人民银行两个监管
部门目前是紧密配合的状态，监管
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今年以来银行业被罚逾1.63亿元 大额罚单剑指银行理财违规

金融机构高管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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