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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上线公测 百行征信欲多条腿走路

金融科技年终奖：从“12倍月薪”到“归零”

行业年终奖普降

从调查总体结果来看，受大环境影响，

2019年金融科技行业年终奖也有寒冬之势。

截至目前，被调查群体中，超六成人员供职公

司仍未公布年终奖；在已公布年终奖的人员

中，发放金额大多为1个月月薪或2倍月薪，对

于年终奖金额，受访者中仅三成表示满意，五

成表示为一般，两成则直言对数额不满意。

从具体细分行业来看，2019年网贷行业

年终奖情况最为“凛冽”，第三方支付行业大

多不乐观，部分区块链行业、金融科技ToB

企业与少数持牌消费机构也声称年终奖不

如以往。

金融科技行业过寒冬，身处一线的员工

感受颇深。具体来看，在网贷行业，受访人士

大多出现减少或未公布年终奖计划的情况，

仅有个别人员称跟去年相比没有变化。不过，

身处漩涡中的网贷行业，大多数业内人员已

经表现出“佛系”心态，直言已经不对年终奖

抱有期待。

支付行业同样不容乐观，一位来自于北

京的支付机构从业人士直言，其所在的公司

一直未曾发过年终奖，去年同样没有收到，明

年他也不会抱有期待。他直言，支付业务对于

公司来说已经不是优先业务，2020年公司将

更多地转向技术支持，不过对于新一年的盈

利目标，他个人并不是很看好；此外，来自杭

州的一家支付机构同样指出，受大环境影响，

公司业务下滑、利润率下降，因此个人到手的

年终奖减半。

而在2018年年终奖备受“艳羡”的区块

链行业，2019年也逐渐走向“理性化”。据北

京一位区块链行业从业人士称，该公司年终

奖一方面受年终业绩和整体经济形势影响，

另一方面则看个人给公司贡献的价值。尽管

暂未有年终奖具体细节，但鉴于个人2019年

成长很快，对公司的价值大幅度上升，因此

会期望有一个不错的年终奖。不过，一名来

自杭州的区块链从业人士则直言，“受大环

境经济刺激影响，所在公司并未发放年终

奖”。还有一位来自上海的区块链行业从业

人士则指出，2019年年终奖还过得去，但

2020年“前途未卜”。

有人已有转行打算

行业寒冬之下，也有暖流乍现，好消息主

要来自持牌消费金融行业。北京商报记者注

意到，在受访人群中，大部分持牌消费金融机

构、部分金融科技ToB企业均称，受益于公司

业绩良好，其个人2019年所得年终奖相较往

年也有所提升。

零壹研究院院长于百程称，年终奖是对

员工一年来工作业绩的肯定，主要受所在公

司业绩、个人贡献、人才制度等影响。2019年，

在金融科技领域总体严监管、经济增速下滑、

竞争压力加大等背景下，网贷、数据风控服务

等相关领域不景气，消费金融公司等则发展

势头良好。普遍来说，金融科技行业2019年的

年终奖应该比2018年有所下降。

但值得注意的是，年底也是金融科技行

业人员流动高峰期。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发现，

在受访人群中，三成受访者称将继续坚守金

融科技行业，五成受访者则表示将对行业继

续持观望状态，还有两成则直言已有转行计

划，并称今后不再想从事金融科技行业。

金融科技行业人员“出逃”，其实已是行

业公开的秘密。2019年，业内多方对金融科技

行业的整治都深有感触。延续2018年的趋势，

2019年一大批风险企业出清，还有部分公司

也相继被曝出减员、降薪等消息。多位从业者

甚至自嘲，金融科技行业已成高危行业，稍不

小心就可能引囹圄之灾；另有一位互联网圈

高管透露，近期在公司收到的简历中，出现了

一大波来自金融科技行业的应聘者。

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研究员、人工智能

与变革管理研究院区块链技术与应用研究中

心主任刘峰看来，一方面，整个金融科技行业

经历大整治以来，市场并没有恢复元气，整个

市场实际上也是处于寒冬或者初步从寒冬走

出的阶段。因此大部分行业从业者的年终奖

自2017年底到达顶峰后，在近两年持续走下

坡路。受薪资福利及行业影响，金融科技行业

也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人才流失情况。

今年年终奖有望提高

金融科技年终奖一定程度也折射了整个

行业的发展境况。2019年，网贷遭多地取缔、

大数据行业风声鹤唳、中小支付机构求生艰

难。不过，在行业整治过后，留给“正规军”“合

规者”的机会也更多，其中便包括金融科技To

B逐渐规范化、区块链行业再现春风、持牌消

费金融机构大体向好等现象。多位业内人士

直言，金融科技行业将在2020年获得更多新

生，也将迎来更好的发展机遇。

于百程指出，在2020年，金融科技行业依

然会呈现严格监管、激烈竞争、优胜劣汰的格

局，头部机构、持牌机构、真正具有技术赋能

的公司将获得更好发展。他指出，在数字科技

大发展的背景下，人才的重要性是提升而不

是下降，特别是区块链、人工智能等背景的高

级技术人才，因此从业人员应尽可能地提升

自身的能力，拥抱趋势和变化。

刘峰则预测，“2020年将是大力发展自

主创新区块链技术和应用场景融合的一年，

对于区块链技术人才需求很大。虽然区块链

行业从业者的薪资正随着市场扩大和完善，

在逐渐回归正常水平，但作为一个新兴行业

来说，无论是从业者工资和年终奖，都应该

会在2020年逐渐提高，这个也是由行业的基

本技术、知识和业务等多元化高门槛因素来

决定的”。

迎接2020年，从业人员一方面需要在薪

酬待遇上回归正常心态，另一方面也需要提

高自身专业能力和多元化关联知识，让自己

更有竞争力，也具有社会价值。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实习记者 刘四红

牧原股份在2019年可以说是赚翻
了。1月15日牧原股份发布业绩预告显
示， 公司预计2019年实现的归属净利
润约60亿-64亿元， 同比增长幅度在
1053.38%-1130.28%区间。然而，牧原
股份如此高的利润若按照市盈率反映
到股价上，恐将会造成股价高估。在本
栏看来， 牧原股份卖猪收益更适合按
照投资收益计算， 投资者应重点关注
牧原股份的长期发展。

若按照牧原股份前三季度利润计
算，其市盈率为104.8倍，如果按照公司
预计2019年度最高64亿元的净利润计
算， 牧原股份每股收益大约为3元，市
盈率约30倍。按照每股3元的净利润计
算，牧原股份的股价还算合理。不过，
牧原股份2019年前三季度的每股收益
只有0.66元， 而到了全年就能接近每
股3元。也就是说，2.34元的每股收益是
在2019年四季度实现的。

从猪肉价格走势来看，2019年四
季度也是猪肉价格的巅峰时期。 很显
然， 猪肉价格上涨带动牧原股份的净
利润大幅增长。

另一个角度来看， 牧原股份在
2019年年初的股价大约为30元/股，现
在的股价已经接近90元， 上涨近2倍。
与此同时， 牧原股份的每股收益也从
2018年底的0.17元上涨至2019年的每
股3元。

即便按照前三季度的0.66元计算，
牧原股份的净利润增长率也同样接近
300%， 不过其股价的涨幅却没有超出
利润的增长率。从这个角度说，即使没
有考虑四季度的利润增长， 牧原股份

的股价也没有出现非理性上涨。 出现
这种情况， 可以理解为现在的利好不
是突发利好， 而是预期中的利好已经
兑现。

需要说明的是， 虽说业绩暴涨，不
过牧原股份的股价却“见光死”。交易行
情显示，牧原股份1月15日以94.98元/股
高开之后一路震荡下行。当日下午开盘
后， 牧原股份股价翻绿并维持弱势震
荡， 截至1月15日收盘， 牧原股份收报
89.68元/股，下跌1.24%。

这一点也可以看出， 投资者对
牧原股份利润大幅增长是早有预期
的， 其中也有盘中资金借利好大肆
出货。投资者应该明白，既然有猪周
期的存在， 那么生猪养殖企业也就
会具有周期性行业的特征， 即当公
司景气度很高的时候， 利润也会非
常高，但市盈率却并不会太高，而股
价的涨幅跟不上利润的涨幅， 这就
是周期拐点的特征。

在本栏看来， 猪肉价格走高是牧
原股份业绩大增的重要推力， 未来随
着猪价逐渐回归到合理水平， 牧原股
份的高盈利能否持续是有待验证的。
虽然牧原股份目前的股价没有明显的
泡沫， 但是未来如果猪肉价格出现回
落， 那么它的股价也是有较大概率出
现调整的。

本栏认为， 投资者在衡量上市公
司业绩和股价之间关系的时候， 不能
仅仅看市盈率的高低， 同时也要参考
上市公司所处行业的特征， 以及产品
价格的波动规律， 对于周期性行业的
股价波动，投资者要有充分的认识。

仍持续扩充数据维度

央行二代征信系统上线在即，百行征信

也传来新消息。1月15日，汇丰银行（中国）有

限公司宣布，已与百行征信正式签署合作协

议，基于数据查询业务进行信用卡业务征信

服务对接，双方将基于产品应用、智能风控等

方面开展合作。

此外，百行征信App开启公测一事也在

近两日引发关注。1月14日，北京商报记者注

意到，百行征信App已正式上线，公测时间截

至2020年3月31日。百行征信称，将在公测结

束后对App进行全面评估和优化，并正式推

出服务。

北京商报记者从一位知情人士处了解

到，目前百行征信App基本模式已初步定好，

公测主要是作为一个短期测试，看后续是否

有需要改进的内容，至于后期发布的版本，与

此版本将不会有太大变化。区别于央行征信

覆盖的商业银行信贷数据，百行征信接入的

数据主要包括P2P、小贷等互联网金融公司借

贷数据，以及部分中小类银行机构、持牌消费

金融公司等。该人士透露，百行征信未来也将

不断扩充数据维度，目前正在和有关机构沟

通，将从电商类数据开始，后期数据维度也将

扩充至生活消费类数据等。对于这一消息的

真实性，北京商报记者向百行征信方面求证，

但截至发稿暂未获得回复。

与央行征信有何不同

事实上，除百行征信外，央行征信中心也

在酝酿系统的改进升级，并将于1月20日左右

上线二代个人征信系统。百行征信与央行征信

具体有何不同？多位分析人士一致指出，区别

于央行征信系统，百行征信主要目的是把央

行征信中心未能覆盖到的个人客户金融信用

数据纳入，实现行业的信息共享，从而降低风

险成本，二者无论是自身定位还是数据来源、

数据用途等都有不同之处。

从数据来源来看，央行征信主要集中在与

金融机构相关的数据；而百行征信则更多元，

更偏向互联网金融类机构；此外，在数据用途

上，央行征信主要为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借贷业

务提供风险评估的依据；而百行征信则可为金

融机构、网贷平台、互联网公司甚至更多其他

类型公司提供业务风险评估服务。

零壹研究院院长于百程称，央行对接的主

要是金融机构数据，作为央行征信的补充，百

行征信覆盖的数据源更广泛和多元，从数据覆

盖上，可能有部分重合，百行征信更注重扩大

央行征信人群的覆盖范围和数据维度，做市场

化探索。不过，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徐伟栋

也直言，百行征信的初衷是弥补原来央行征信

在非银金融机构方面的数据不足，二者的区分

是明晰的。如何让其他数据源机构接入，利益

如何分配权衡，都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据百行征信官方披露，截至2019年10月

底，百行征信拓展机构数超1200家，首批包括

湖南三湘银行、长银五八消费金融等。其中，

与750家机构签订信息共享协议，500家机构

已开发API接口。百行征信个人征信系统收录

自然人信息主体数突破1亿人，信贷账户数超

过1.2亿个，并向市场推出个人信用报告、特别

关注名单和信息核实核验3款产品。

推进企业征信备案

作为国内唯一一家持牌市场化个人征信

机构，2020年，百行征信欲实现多条腿走路。

北京商报记者独家获悉，除公测App、推出个

人征信报告外，百行征信也在筹备企业征信

业务，正加快推进企业征信备案，目前已成立

了小微企业事业部，并有望在2020年推出企

业征信产品。

对此，于百程指出，企业征信主要的应用

领域是为企业的贷款、赊销、招标等经济活动

提供信用状况服务，在近几年国内大力推动

为中小企业提供借贷服务的背景下，企业征

信业务具有非常大的市场需求。但另一方面，

企业的业务非常多元且非标准化，数据获取

难度大，使得企业征信业务的复杂性、专业

性、资源性要求更强。

“百行征信开展企业征信业务，仅是作为

一项布局，用来对接具有批量企业数据资源

的政府等平台方，并实现个人征信和企业征

信的协同性，但未来百行征信核心应该还是

个人征信业务。”于百程称。

在徐伟栋看来，企业征信业务的赢家，最后

必然是少数拥有很强的数据整合与信用评估能

力的机构，也考验机构的产品精益设计与数据

的深度利用，而百行征信将推出的小微企业征

信产品是否有核心竞争力，也仍待市场考证。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实习记者 刘四红

□数额满意度
六成从业者
截至目前
仍未知

年终奖数额

已知数额的从业者中
三成表示满意

七成表示一般或不满意

□年终奖情况

网贷行业：
大多出现减少或未公布年终奖计划的情况，仅有个别人员
称跟去年相比没有变化，且已有人出现“佛系”心态

第三方支付行业：
大多不乐观

部分区块链行业
金融科技To�B企业
少数持牌消费机构：
年终奖不如以往

大部分持牌消费金融机构、
部分金融科技To�B企业：
受益于公司业绩良好，
年终奖相较往年有所提升

□金融科技行业人员流动情况岁末年初，提及年终奖，有人欢

喜有人忧， 金融科技行业尤是如此。

从2016年年终奖傲视群雄、12倍月

薪不稀奇， 到2018年年终奖断崖式

“跳水”，再到如今一系列行业整顿和

风险出清后，忙活了一年的“金融科

技民工”，年终奖又能收获几成？北京

商报记者调查了近30位包括持牌消

费金融、第三方支付、金融科技To�B、

网络借贷、区块链行业等在内的业内

人士， 以期揭秘金融科技行业2019

年的冷暖生态。

作为央行征信的有效补充， 百行征信开启App公测一事近日引发舆论广泛

关注。1月15日，北京商报记者从多方了解到，2020年，新动作连连的百行征信，

正欲实现多条腿走路。一方面，百行征信已向市场推出个人信用报告、特别关注

名单和信息核实核验3款产品，此外，在小微企业征信业务方面，百行征信也在

紧密筹备，目前正在推进企业征信备案，并有望在2020年上线相关产品。

三成受访者：
继续坚守金融科技行业

五成受访者：
对行业继续持观望状态

两成受访者：
已有转行计划

今后不再想从事金融科技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