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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不断打造有温度、更贴心的服务，是农行楚都大道支行一
直践行的服务宗旨。

近日，一位八旬老人在家人陪伴下前来激活社保卡金融功能。当日
气温较低，加之老人行动不便，网点人员立即将两人迎进大堂仔细询
问。得知老人因病需要住院治疗，新办的三代社保卡需要激活金融功
能。看着颤颤巍巍、行动不便的老人，网点人员立即开启绿色通道，帮助
老人在超极柜台前办理了激活业务。业务办理完后，工作人员又仔细交
待了三代社保卡使用注意事项。出门离开时，这位老人和家人笑着对农
行的贴心服务连声称赞，周围客户也纷纷竖起大拇指。

本报通讯员 张雯露

服务在厅堂 关爱在心里

2023年银行春招已全面拉开帷幕。从多家银
行近日发布的招聘公告不难看出，金融科技复合
型人才依然是银行机构争抢的“香饽饽”；同时，银
行纷纷对人工智能相关技术人才抛出“橄榄枝”。

“以ChatGPT为代表的AIGC（利用人工智能
技术生成内容）持续推高AI相关人才热度。”高端
人才猎寻机构 CGL 数字金融合伙人钱晗表示。
目前云计算、大数据、AI、隐私计算、算法等领域的
科技人才是金融机构争夺的重要方向，其中对AI
领域人才的需求更大。

梳理发现，目前已有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上
海银行、宁波银行等超10家银行最新发布了招聘
公告。与往年相比，今年部分银行还设置了特殊
人才招聘专场。例如，兴业银行发布的招聘公告
显示，招聘总行管理培训生，包括FinTech（金融科
技）方向业务类及FinTech方向科技类；三湘银行
在校招中推出了金融科技人工智能方向储备生计
划，旨在培养银行业优秀的金融科技专家型人才，
职位方向包括运维开发、数据分析等。

易观分析金融行业高级咨询顾问苏筱芮表

示，“银行对金融科技类人才需求处于上升期，一
是随着银行数字化转型进入深水区，科技对传统
金融业务的赋能持续凸显；二是目前银行愈发趋
于通过强化自身科技队伍建设来抵御风险；三是
从业务端来看，科技助力银行机构业务效率提升
及产品、服务的优化创新，也是银行在数字经济时
代巩固自身竞争力的有效手段。”

或许也基于近期ChatGPT的大火，多家银行
在招聘公告中特别注明了对人工智能相关技术人
才的需求。比如，交通银行在其IT系统管理岗位
招聘公告中表示，该岗位工作内容之一是负责协
助跟踪大数据、人工智能相关前沿技术，协助人工
智能技术在持续交付、快速部署等方面的规模化
应用，打造智能运营；光大银行在智能训练岗位招
聘公告中表示，该岗位需要负责智能文字、智能语
音、数字人、智能辅助等机器人的智能训练工作。

今年 2 月份，猎聘大数据研究院发布的
《ChatGPT相关领域就业洞察报告》显示，近一年
人工智能整体人才紧缺指数为1.60。2022年第四
季度，人工智能新发职位是 2018 年第一季度的

2.74倍。
“今年以来，银行等金融机构科技相关岗位的

招聘需求旺盛。”钱晗指出，“AI领域人才甚至在
一定程度显得十分吃紧，预计未来这一岗位的薪
资水平也会有所突破。”

钱晗表示，在此前的调查中，85%受访雇主面
临招聘困难，难以找到符合特定要求的人才。而
对银行来说，“既懂金融又懂科技的人才更是稀
缺。”钱晗表示。

道以科技CEO史继宾表示，“复合型金融科
技人才在市场上供不应求。”

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研究员、内蒙
古银行研究发展部总经理杨海平表示，“目前商业
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精准招聘科技人才可能更
为困难。这与中小银行所在区域的吸引力及自身
品牌影响力有关。”

苏筱芮认为，银行在争夺科技人才的同时，也
需考虑如何留住和培养优质管理人才。比如，通
过组织机制设计来调动人才的积极性等。

来源：证券日报

银行春招帷幕全面拉开 AI相关人才成“香饽饽”

小微贷款 数据“掺水分”
近几年，商业银行在支持小微企业融资方面

已使出浑身解数。不过银行业机构也面临存量
博弈的现实，即越来越充裕的资金和有限目标
客户。

“好客户不需要贷款，差客户不敢贷款。”某
国有大行普惠金融部门业务人士表示，在小微考
核任务上，基层的压力很大，不得不想尽一切办
法完成任务。

在大行发挥“头雁”示范的作用下，普惠金
融、小微贷款等数据增速亮眼。也有农商行高管
抱怨，这几年大行利用价格优势从小行“抢”了很
多小微客户，小行的优质客户被“掐尖”，生存空
间受到挤压。

为完成小微企业“贷款量”和“客户数”等指
标的增速，亦有银行业务人士透露，对较大企业
的信贷进行包装，拆分出小微信贷，成为一种常
见的操作。

据了解，不少银行为了完成普惠、小微贷款
等方面的监管考核任务，与企业达成默契合作，
要求其与银行在月末、季末节点互相配合，比如
月末提款，月初再“换掉”贷款，以实现数据上的
达标。

可以发现，今年年初以来监管的罚单，披露
了不少有关小微企业数据不实、虚增等方面的内
容。经粗略统计，今年以来，银保监系统披露了9
条涉及小微信贷数据“作假”的罚单，接近 2022
年全年相同类型的罚单数量。

在执行普惠金融政策变形走样方面，审计署
相关报告亦有披露。国家审计署2022年6月发
布的报告显示，有4家大型银行通过人为调节贷
款企业类型等虚增普惠小微企业贷款 87.18 亿

元。对于该问题，去年底也有了整改结果。
如何挤掉“水分”？

过去两年，监管部门对小微信贷的考核口径
进行了小部分修订，小微口径一再收紧。

目前，央行、银保监会对银行机构考核小微
企业及贷款的有关标准，是在工信部《关于印发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的基础上进行的
划型。

随着经济和企业的发展，中小微企业划型已
经出现了新的形势，特别是存在一些大中型企业
挤占中小微企业的优惠政策空间等问题。

这一变化，工信部也已注意到。2021年4月，
工信部就《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修订征求意
见稿）》（简称《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在关于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修订情况的说明中，工
信部表示，此次修订借鉴欧盟双指标交集模式，
即双指标同时低于微型、小型、中型企业的阈值
标准，才能划入相应规模类型，强调“小企业要有
小企业的样子”。这样可有效解决从业人员少、
营业收入高或资产总额大的企业划入中小企业
的问题，更为客观地反映中小企业的经营规模，
并可降低从业人员统计口径对企业规模变化的
影响。

此外，为解决实践中大型企业所属子公司因
符合中小企业划型定量标准，挤占中小企业有限
的政策资源或悬空大型企业法律责任义务问题，
上述《意见稿》增加“定性”标准。例如，拟将大型
企业所属或直接控制企业排除在中小企业之外。

由于上述新规对企业的划型标准更为严格，
且需要税收优惠、信贷政策、商业银行小微贷款
等相应的政策和参考标准同步进行调整，目前该
新规还未有进一步消息出来。 来源：证券时报

监管罚单直指
小微贷款数据“掺水分”

开年以来，监管机构开具了一
系列罚单，剑指银行机构在小微贷
款业务上的“虚增”、“不实”以及划
分口径上的乱象。

从银行采访获悉，从“两增两
控”到一系列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的推出，商业银行在小微信贷投放
上，需要做到“价优量升”。在小微
贷款考核指标压力下，商业银行基
层信贷人员面临不小的投放难度，
于是通过拆分大、中型企业贷款，将
其包装成小微贷款的操作，并不少
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