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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黄钰霖

上市银行 2023 年年报披露进入

下半场，各银行对金融科技的投入情

况受到关注。

证券时报记者据13家上市国有行

及股份行年报数据统计发现，绝大部分

上市银行2023年继续加码金融科技，资

金投入同比上升，人才队伍持续壮大。

作为推动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关键

力量，金融科技处在多数上市银行重

要战略位置。有多家银行传来喜报：

2023年，金融科技在银行业营销拓客、

风险管控、业务协同等方面卓有成效。

拉锯赛仍在持续，业内人士表示，

以AI（人工智能）大模型、生成式人工

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或将成为

上市银行金融科技领域的下个赛点。

加大金融科技投入

证券时报记者梳理数据发现，工

行、建行、农行、中行等四大国有行持

续领跑金融科技领域投入，2023年投

入金额分别达 272.46 亿元、250.24 亿

元、248.5亿元、223.97亿元，同比增幅

达3.83%、7.45%、7.06%、3.97%。

总体来看，上述已公布年报的上

市银行中，超半数在 2023年加大了金

融科技领域的投入。

其 中 ，中 信 银 行 去 年 投 入 达

121.53亿元，同比增幅 38.9%，增速在

上市银行中处于领先地位；民生银行、

渤海银行金融科技投入同比增幅紧随

其后，分别为27.19%、11.11%。

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等股份行

去年对金融科技的投入有所放缓，分

别投入 142.26亿元、58.15亿元，同比

下降 0.29%、5.09%。此外，平安银行

则连续两年在该领域减少投入，2023
年 投 入 63.43 亿 元 ，同 比 下 降 约

8.46%。

对于部分银行金融科技投入增速

放缓，万联证券银行业分析师郭懿告

诉记者，目前全行业正处盈利增长平

台期，因此银行需要不断强化成本的

管控，保持利润平稳增长。同时，招行

等股份行均为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先行

者，前期投入较大，因此短期增速的放

缓是正常现象。

从金融科技投入占总营收比重来

看，中信银行、交行、渤海银行均超

5%，分别达 5.9%、5.64%、5.6%；招行、

民生银行则在 4.5%左右。其中，交

行、民生银行年报显示，2023年金融科

技投入占总营收比重分别较去年上升

0.38个百分点、0.99个百分点。

除了加大资金投入，多数银行在去

年招兵买马，以此增强金融科技领域竞

争力。数据显示，2023年交行、农行、

渤海银行、兴业银行、光大银行的金融

科技人才同比增幅分别达 33.3%、

32.22%、22.27%、16.85%和12.8%。

降本增效成效渐显

银行业投入持续加大，金融科技

推动银行降本增效、数字化转型也捷

报频传，多家上市银行在年报和业绩

发布会中披露了相关领域成果。

工行在金融科技领域投入久居行

业前列，年报显示，2023年该行数字化

业务占比已达 99%。同时，该行将全

量客户信息和个人账户全面迁移至

“云+分布式”自主可控平台，实现零售

板块全面架构转型。

招行董事长缪建民在业绩会上介

绍，2023年，该行智能化应用节省的人

力达到1.7万人，较2022年进一步节省

5000人次人力成本，为员工减负。

光大银行副行长杨兵兵则在业绩

会上介绍通过金融科技推动业务部门

协调发展的举措。杨兵兵表示，针对

“数字化赋能业务如何评估”的难题，

光大银行去年建设了数字化转型效能

评估体系，实现数字化建设对于业务

效能影响的季度评估，让两块业务发

展更加协同和紧密。

“总体来说，金融科技可以增强上

市银行经营创利的能力、风险管控力、

对客户的价值度。”苏商银行金融科技

高级研究员孙扬对记者表示。

郭懿认为，从目前成效来看，金融

科技对于银行经营的裨益主要有三个

方面：一是提升客户体验，有利于银行

扩大客群；二是提升员工效率，降低成

本，释放产能；三是通过大数据的提前

分析和预警，做好信贷风险防控。

AI大模型或成新赛点

“AI大模型对于银行的智能客服、

智能投顾、内容生成、数字员工等很多

领域都会起到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

孙扬告诉记者。

多家银行在 2023 年年报中对金

融科技的下一步推进作出战略部署，

其中大模型、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
等技术被反复提及。多位业内人士表

示，大模型等技术驱动下的金融新质

生产力或将成为行业金融科技发展竞

争的大方向，已有多家银行在该领域

做出尝试。

工行年报显示，该行 2023年加速

运营领域数字人、大模型等新技术应

用，其中，首个基于大模型的网点员工

智能助手上线，全年运营领域智能处

理业务量3.2亿笔，比上年增长14%。

股份行同样动作频频，兴业银

行发布了百亿级大模型 ChatCIB，聚

焦财富、投资、报告等垂直领域，形

成首批 AI 大模型场景赋能；平安银

行将大模型技术用于审批、运营管

理数智化升级、消保降诉、汽车金融

AI 验车等场景；招行引入千亿参数

大模型，用自有语料调优、训练、适

配行内场景，并在专业场景自研百亿

参数大模型。

此前，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

主任曾刚出席活动时表示，当前金融

行业传统业务发展模式受到越来越

大的挑战，行业需要用大模型去提升

效率、适应客户需求变化和拓展新的

服务空间及场景，不是为科技而科

技，而是关注在业务端、管理端的可

持续发展。

银行业金融科技竞争加剧 AI大模型成新赛点

证券时报记者 许孝如

近日，百亿规模私募机构一季

度业绩陆续出炉，受市场各方关注。

3月，百亿私募的业绩持续回暖，

尤其是头部量化私募，超额收益迎来

一轮快速修复。不过，百亿量化私募

一季度的平均收益为-3.53%，仍未实

现正收益。

其中，因此前遭监管部门处罚

而受关注的量化巨头灵均投资，一

季度整体浮亏近15%，在百亿私募中

排名垫底；相比而言，百亿规模主观

策略私募（以下简称“主观私募”）更

胜一筹，一季度已经扭亏为盈，开启

赚钱模式。

此外，私募排排网最新数据显

示，股票私募仓位指数时隔 24周后

首次重返 80%大关。不少私募大幅

加仓，乐观看待后市。

私募业绩持续回暖

私募排排网数据显示，截至3月

底，有业绩展示的 83 家百亿私募 3
月份平均收益为 1.92%，延续了 2月

份的回血势头，其中 71家百亿私募

实现正收益，占比高达 85.84%。其

中，百亿量化私募在3月业绩大幅回

血，超额迎来一轮快速修复。有业

绩记录的 33家百亿量化私募 3月份

平均收益为 2.65%，32 家实现正收

益，占比高达96.97%。

由于春节前经历了一轮踩踏行

情导致超额收益大幅回撤，量化私

募在3月业绩虽然再度领跑，但一季

度整体仍未实现正收益。33家百亿

量化私募一季度平均亏损3.53%，但

跌幅较1～2月进一步收窄。

其中，上海天演、宽德私募、博

润银泰投资、鸣石基金、珠海致诚卓

远和乾象投资等 6家百亿量化私募

实现正收益；灵均投资、启林投资、

卓识投资、宽投资产一季度业绩跌

幅较大，尤其是灵均投资浮亏近

15%，业绩遭遇重创，在百亿私募中

排名垫底；启林一季度则浮亏超

10%，整体排名倒数第二。

百亿主观私募则延续反弹势

头，3月业绩进一步回暖。有业绩记

录的37家百亿主观私募一季度平均

收益为 1.51%，其中 21 家实现正收

益，占比为56.76%。东方港湾、海南

希瓦、盘京投资、乐瑞资产、睿璞投

资等 5家主观百亿私募一季度业绩

排名靠前，收益均超10%。

其中，但斌旗下东方港湾业绩

亮眼，一季度业绩超过 15%，在百亿

私募中位列第一。近期，多份基金

年报出炉，但斌扫货多只纳斯达克

ETF（交易所交易基金），进一步显示

他对美股科技股的青睐。

此外，13家百亿主观+量化私募

一季度平均收益为 0.62%，其中 8家

实现正收益，占比为61.54%。进化论

资产、石锋资产、相聚资本一季度收

益均超2%。截至3月底，百亿私募数

量为100家，数量较上月增加2家，聚

宽投资、鸣石基金 2家量化私募，凭

借3月的收益，重返百亿阵营。

仓位重返80%大关

随着市场回暖，股票私募近期

不断加仓，积极布局二季度行情。

私募排排网最新数据显示，截

至 3月 29日，股票私募仓位指数为

81.08%，环比大幅增加 3.17%。自

2023 年 10 月 13 日跌破 80%大关之

后，私募仓位指数时隔 24周后首次

重返80%大关，这也成为衡量市场情

绪的一个重要信号。

具体来看，满仓股票私募占比

达63.05%，中等仓位股票私募占比

为23.12%，而低仓和空仓股票私募

占比仅为12.19%和1.64%，这意味着

当前越来越多的股票私募倾向于满

仓操作。

不过，随着市场的反弹，不同规

模的私募分歧也在加大。其中，50亿

私募和百亿私募开始趋于谨慎，仓位

指数分别为 70.18%和 66.04%，环比

来看，减仓意愿较为明显；反观20亿、

10亿以及5亿私募，虽然市场陷入震

荡，但依旧不改乐观预期，操作上依

旧大幅加仓，最新仓位指数分别为

77.32%、80.68%和79.64%。

天朗资产总经理陈建德对记

者表示，“我们是在春节后大幅加

仓，加大进攻力度，目前处于中高仓

位。总体上，我们认为市场下行空

间有限，很难再创新低。同时，市场

上存在不少结构性的机会，我们把

仓位加在一些确定性强的个股上，

争取创造更好的业绩回报。”

星石投资首席投资官万凯航表

示，进入二季度，市场驱动因素正在

变得更加积极。一是基本面来看，

总量政策继续加码，货币财政双宽

有助于进一步强化物价回暖趋势，

企业盈利在政策呵护下逐步走出底

部；二是流动性层面，美联储降息周

期临近，流动性约束也将好转；三

是资本市场供需两端都将扶优限

劣，有利于营造更理性的投资环境，

有助于A股市场风险偏好提振。

仁桥资产投资总监夏俊杰则

认为，现阶段，对比全球主要市场，

中国资产的低估是显而易见的，是

所剩不多的估值洼地。然而，无论

是A股还是港股，当前都还处于长期

逻辑和远期预期重构的过程之中，

在系统性修复之前，投资者的关注

点仍会更多集中在主题类的机会

上，或者是一些新事物上面，直到长

期逻辑和预期重构的完成。

百亿私募首季业绩持续回暖
多家量化巨头遭遇“滑铁卢”

证券时报记者 张艳芬

4月 9日，宁波银行发布的 2023
年年报显示，该行资产规模保持稳

步增长，截至 2023年年末该行总资

产 突 破 2.7 万 亿 元 ，比 年 初 增 长

14.60%；存款和贷款规模亦保持不

小的扩张，增长达20%左右。

经营效益也实现持续增长，宁

波银行 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 615.85
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

润255.35亿元，分别同比增长6.40%
和 10.66%。其中，实现非利息收入

206.78亿元，在营业收入中占比超过

三分之一。

具体看，宁波银行 2023年实现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57.67亿元，同

比下降22.76%，该行解释主要是受到

资本市场波动影响，代理类业务有所

下滑，财富业务收入同比下降。不

过，投资和其他收益分别达130.87亿

元 、7.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5.80% 、

129.10%，拉动了非息收入的增长。

在资产质量方面，截至 2023年

年末，宁波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

94.99亿元，不良贷款率为0.76%——

该行不良贷款率连续16年保持在1%
以下。此外，该行抵御风险能力较

高，拨备覆盖率为461.04%。

在具体业务方面，宁波银行发

挥多牌照优势，各利润中心协同发

展，公司银行、零售、投资银行、票据

业务、资产托管、金融市场、财富管

理、消费信贷、信用卡 9个利润中心

稳步增长。在子公司方面，永赢基

金、永赢金租、宁银理财、宁银消金4
个利润中心协同推进。

其中，2023 年宁波银行不少业

务板块的业绩实现超 20%的增速，

例如，2023年年末，财富管理业务的

个 人 客 户 金 融 总 资 产（AUM）达

9870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22.5%；私

人银行客户为 21487 户，较上年末

增长 25.83%；私人银行客户金融总

资产（AUM）达 2618亿元，较上年末

增长 31.63%；消费信贷业务方面，

个人信贷贷款余额 2424亿，较上年

末增长 23.61%；信用卡业务方面，

信用卡发卡量 587.5万张，较上年末

增长21%。

宁波银行总资产突破2.7万亿
去年净利润增长10.66%

证券时报记者 刘艺文

券商文化建设评估口径的调整已

经明确。

证券时报记者获悉，近日，对于券

商 2023年文化建设评估，中证协进一

步明确实践评估指标的相关口径。按

照新口径，券商从业人员违规炒股的，

券商或将在自评时被扣分；员工社交

媒体的使用情况也纳入考察；将考察

券商违反薪酬管理有关规定的情况；

此外，从业人员因行贿被纪检监察部

门留置、调查或被采取刑事处罚的情

况也纳入考察。

文化实践评估的结果将与券商分

类评价直接挂钩。去年，券商文化建

设评价于2023年5月8日启动，于6月

30日公布结果。

10个事项
评估口径有调整

今年 1月 24日，中证协曾向券商

下发《关于就进一步明确证券公司文

化建设实践评估指标相关口径征求意

见的通知》，并同步下发相关口径调整

的征求意见稿，要求在 1月 31日前反

馈意见。此次明确的评估口径即是正

式调整。

记者注意到，按照 2023年的文化

实践评估标准，券商文化实践评估有

三项指标：基础指标、加分指标与扣分

指标。其中，在基础指标方面，券商在

自评时需要重点关注的事项有 16项，

中证协此次对其中的 10项口径进行

了一定调整。

“为做好 2023年度证券公司文化

建设实践评估工作，协会结合行业意

见建议、监管部门有关要求、行业文化

建设重点工作安排及上一年度实践评

估情况，进一步明确实践评估指标相

关证明材料要求。”中证协称。

员工违规炒股
券商将被扣分

具体而言，多项口径有了细化的

调整。具体如下：

“五篇大文章”纳入考察。将券商

根据自身优势与特点，做好科技金融、

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

金融（其中一项或多项）的情况纳入考

察。将券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公司文化建

设情况，以及落实“五要五不”情况纳

入考察。

从严监管从业人员炒股。在“公

司是否存在合规管理执行不到位情

形”事项中，此次新要求是，券商因存

在从业人员违规炒股情形，被监管部

门认定合规管理存在问题或应当加强

合规管理措施并出具处罚文件的，券

商在自评时应当扣分。

强调声誉风险管理有关要求，突

出券商对员工社交媒体进行监督和引

导的考察。券商要提交评估年度监

督、引导员工正确使用社交媒体，避免

员工发表不当言论损害公司及行业形

象的情况说明。

调整了薪酬管理考察的内容，重

点考察券商违反薪酬管理有关规定的

情况。券商要落实财政部《关于进一

步加强国有金融企业财务管理的通

知》中“两个高于”的要求（如适用）。

此外，还要评估年度内是否违反《证券

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

规则的情况。

加强券商廉洁从业管理相关要

求。将评估年度券商从业人员因行贿

被纪检监察部门留置、调查或被采取

刑事处罚的情况纳入考察，强化公司

对廉洁文化进行宣导的考察，要求公

司在文化理念引导加分指标中将廉洁

从业管理作为必考察的内容。

在“公司推动文化品牌建设，形

成文化品牌战略，并有效落实”事项

中，将券商讲好文化品牌故事、做好

文化品牌宣传等文化品牌建设成果

纳入考察。

在“公司持续增强内外部文化认

同”事项中，将扩大文化理念塑造的深

度和广度，向基层一线员工进行覆盖，

促进基层员工、青年员工形成文化认

同的情况纳入考察；将券商利用网站、

微信公众号、营业场所、内部刊物或新

闻媒体，展示宣传行业文化和公司文

化建设实践情况纳入考察。

此外，中证协还对券商落实《进一

步巩固推进证券行业文化建设工作安

排》、增强内外部文化认同、推动文化

品牌建设等重点关注事项，以及文化

建设案例被高校收录加分指标的证明

材料要求，在原有要求基础上做了进

一步细化和完善。

去年5家券商获评AA级

据悉，2019年行业文化建设动员

大会召开以来，中证协落实证券行业

相关规则，推动“合规、诚信、专业、稳

健”的文化理念，嵌入业务流程、内部

控制、合规管理之中。

2021年，中证协启动证券行业文

化建设评级工作，并于 2023年对《证

券公司文化建设实践评估指标》进行

了调整，强化党建引领，加强职业道德

水平建设与廉洁从业管理，突出效果

导向、客观导向。目前已累计发布了

三个年度的文化建设评级结果。

根据 2023 年 6 月中证协官网公

告，2022 年度获得 AA 级券商共有 5
家，分别是国泰君安、南京证券、兴业

证券、银河证券、中信证券；获得A类

A级券商共有 7家，分别是安信证券、

东北证券、国信证券、国元证券、申万

宏源、中泰证券、中信建投。

券商文化建设评估口径调整明确
员工违规炒股公司将被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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