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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人才战：内卷与出路
“金融科技抢人战”“金融科技高薪酬”“金融科技占C位”，相信业内

对这样的措辞并不陌生。近几年来，金融科技一度被认为是金融行业最

具发展潜力的领域，银行相继抛出橄榄枝、科技公司招聘需求不断，甚至

有大厂开出数百万薪资吸引人才。

然而，这一切都在今年悄悄发生改变。“难，实在太难了”，一位就职

于互联网巨头的技术人员发出感慨，他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原来的普调

已经取消，绩效也在下调，最难的是公司的裁员动作弄得大家人心惶惶。

“卷！卷得不像样”，除了大厂，为银行服务的金科公司技术人员同样

不好过，正如来自一金融科技服务平台的产品经理向北京商报记者诉

苦，该团队每人每天打卡11个小时已成常态，忙到没有时间找另一半。

“虽然现在各公司都在发力招聘金融科技人才，市场仍然供不应求，

但可以看到的是，目前银行、银行系金科公司的整体招聘要求都在上

提。”一银行系金科公司人员向北京商报记者坦言，大家现在都在求稳，

银行类机构还是“金饭碗”，因此对人才的要求也相较此前会更加严苛。

大浪淘沙，多位正处而立之年的金科

从业者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和年纪一样要

立住的，还有工作。

这其中，既有在互联网公司“搬砖”的

观望者，他们在大厂站好每一班岗，完善每

一处细节，只为在“互联网裁员潮”中保全

自身；也有被输送到银行劳动的蓄力者，他

们在繁杂的工作中积累经验，忙里偷闲提

高学历，为谋有朝一日，能在待遇和福利上

真正与银行内部人员比肩。

“我之前还想着要跳槽，调整一下工作

状态，但现在已经打消这种想法，主要看公

司对个人的能力提升空间和晋升空间吧，

毕竟大环境不好，互联网公司也不稳定，所

以还是想着能先提升自己。”李阳称，他短

期内不会变动工作，但下一个目标会更考

虑银行系、外资系这一类公司，关键看薪资

涨幅与福利待遇。

这一想法和多位金科从业者不谋而

合。多位受访人员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虽然

行业人员流动频繁，但当下暂未有跳槽打

算，更多考虑的是“先占住坑，有合适机会

再往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转”。

这也是一条可取路径。于百程指出，目

前，虽然部分金融机构受到宏观环境影响，

在人才招聘上总体采取谨慎甚至压缩策略，

但以研发人员占比来看，不少银行的研发人

员占比不足5%，未来这一占比数据可能大

幅上升。另据零壹智库的研究和观察，不管

是传统的金融机构，还是创新型的金融机构

以及互联网公司，对科技人才特别是懂技术

又懂金融业务的人才需求都比较大。

这也得到了前述银行机构人力资源管

理工作者的肯定，他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虽

然大多银行在校招上对学历要求严格，但

社招仍对一些有着丰富金融从业经验的应

聘者开了一道口子。“我们会更倾向于有银

行从业背景，或是为银行金融科技服务过

的技术人员，而互联网背景的金科人才，我

们则更多考虑对方对新技术的理解。”

金天则进一步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从

金融科技人才角度看，转向传统金融机构

中的IT部门、金融科技子公司等，或是可选

方向之一，但对年龄偏大、缺乏传统金融机

构经历的从业者而言难度不小；此外，其还

可以考虑一些成长性较强、带有“独角兽”

性质的新型科技公司以及布局海外业务、

仍有新增招聘计划的机构岗位机会。

总体来看，金融科技创新要与业务结

合，因此在人才市场上，具有科技与业务双

背景的人才也更加紧缺，这类人才也往往

需要较长时间的经验积累。于百程建议，后

续，金融科技公司要吸引和留住科技人才，

还需要在文化、管理制度和激励制度等多

方面做出改变，以更好发挥出科技人才的

创造性。 北京商报记者刘四红

9月6日13点，接到受访需

求的陈立（化名），还没忙完手

头工作，仅用了20分钟饭间时

间，向北京商报记者迅速讲述

了他目前的从业状况。

只有周末才能约上三两同

事打篮球，偶尔抽空挤出一小

时来场畅快跑步，深夜冥想后

记录下平日工作的零碎思考，

这是陈立在为数不多的工作以

外的时间里最常做的几件事。

他来自于一家为金融业服

务的IT技术公司，平时主要负

责产品咨询和营销服务，五年

前，他和很多踌躇满志的年轻

人一样，从老家大学毕业后选

择到了北京，毅然投身至金融

科技行业。

“最开始我去的是一家金

融科技服务平台，恰好碰到面

试机会，刚毕业时公司对从业

经验要求不高，我就顺利进来

了。”陈立回忆起五年前的时

光，初入职场时虽懵懂无知但

心怀希望，每一次尝试都是新

的体验，每一次机会都会尽力

争取。“在那家公司两年间，我

也成功为好几家国有大行服务

过手机银行优化及金融产品营

销业务。”一谈及此，陈立仍难

掩兴奋之情。

似乎大部分毕业生的求职

轨迹都是如此，他们离开舒适

的校园，经历频繁的简历投送

和面试过后，在懵懂中选择自

己的首份工作，但积累经验后，

很快又开始瞄准下一个目标。

“人总是想往高处走嘛。”

陈立笑道，在前家公司就职两

年，积累了一定金融从业经验

后，他便以此为跳板，将求职目

光转向了规模更大、待遇更好

的金融科技企业，也就是目前

这家号称在银行业服务市场份

额排名首位的IT技术公司。

不过，新环境中挑战也不

断。陈立目前就职的岗位，主要

负责数字化转型的需求分析，

虽然供职方为技术公司，但他

平时主要在一家股份制商业银

行驻场工作，这一工作模式的

原因是，银行招聘岗位数量、预

算有限，但是工作需求又多，因

此一般都会通过第三方合作吸

纳人才。

“真正进入银行工作后，才

发现金融系统太复杂了！”陈立

告诉北京商报记者，金融业务

上对接需求很多，一方面要求

核心的安全和稳定，一个功能

经常需要很多系统协调；另外

项目周期也会很长，最重要的

还是要符合监管要求。

“最大的特点就是卷吧。”

谈及从业感受，陈立苦笑道：卷

学历、卷经验、卷项目、卷加班

……似乎从踏入这家公司开

始，他就不自觉卷入了一场无

声的竞技赛。

根据陈立所述，虽然公开

招聘中，银行系金科公司对学

历的门槛一般是本科即可，但

在实际简历筛选中，常常会刷

掉一批非985、211的应聘者；另

外面试环节同样不易，部分部

门初面通过率只有十之一二。

这确实是行业现状。一银

行机构负责招聘的人力资源管

理工作者同样向北京商报记者

坦言了这一事实，虽然市场供

不应求，但是大多银行仍要求

对方来自211、985，尤其是校招

对于这一学历门槛已经成了

“硬要求”。

“面试通过率低主要取决

于候选人的资历经验和岗位匹

配度，有些人金融专业能力比

较弱，跟银行系统匹配度不高，

就会有很高的‘淘汰率’。”前述

银行人力资源管理者解释道。

“甚至还有一些机构要求

女生清北、男生985，还有的岗

位甚至要名校硕博才能进。”

深感竞争压力的陈立，时常也

会纠结是否要通过考研提升

学历。

让他纠结的点是，高饱和

度的工作，已经让他没有太多

属于个人的时间。“内部其实

也很卷，工作日基本是工作覆

盖，平时还要学习专业知识，

双休日才能偶尔抽出身心

来。”陈立回忆，最近的两年工

作中，加班成了家常便饭，最

忙的时候，一个团队每人每天

打卡11小时，而这样的状态持

续了近半年之久。

卷到没有时间找另一半，

这是他对近期工作状态的自

嘲。不过，他说自己也已逐渐习

惯，虽有人躺平，但自己仍在激

励下成长；虽工作高压，但也会

在匆忙中不断调整心态。“我还

是希望做一个不断学习、积极

向上的人，毕竟现在的公司也

给了我不少机会。”陈立说道。

女生竟要清北毕业

金科人才匹配难卷
大厂金科业务受创

担心降薪裁员

同在金融科技领域的，还有每日两点

一线在互联网公司“搬砖”的打工人李阳

（化名）。

向其提出采访需求时，李阳曾一度未

给回应，直到第二天才告知：因为前一天整

天都在忙工作，晚上也开会到半夜，因此第

二日才来得及回复消息。

忙得一个头两个大的李阳，目前在一

家互联网公司负责软件开发工作。他告诉

北京商报记者，已在该公司工作两年，时

常会碰到加班的情况，但他更担心的是公

司经营及裁员风暴，“不知道哪一天会轮

到自己”。

“在别人看来是大厂，但自己工作后才

发现也有很多不如意。”李阳向北京商报记

者讲述，在互联网公司之前，他来自一家互

联网金融公司，负责营销活动的落地页开

发、用户的优惠券发放开发以及后期合规

相关的业务调整等，当时公司规章制度简

单，在开发方面流程很规范，整体技术氛围

很好。

进入大厂后，薪资虽有所上调，但却遇

到了技术落差。李阳向北京商报记者坦言，

“我们公司各个部门实在太多，主营业务上

技术可能会好得多，但数字金融层面明显

要差一些，一是流程不是很清晰，加上为了

迭代快、节省成本，也招了很多其他公司的

外包人员，技术水平参差不齐”。

“有些时候上线时间很紧张，根本没

时间好好搞技术，都是：能用就行。”李阳

一言戳中了不少互联网公司金融科技业

务的痛处。

另外，除了技术问题，还有薪资待遇。

“都说高薪抢人、月入百万，现在来看大都

虚名。”李阳说道，从目前薪资待遇上不升

反降已是常态，“普调也没了，晋升也只涨

一点点，平均绩效也在降低……”

但最担心的还是裁员，李阳补充道，

“整个公司都在裁，我们部门算少的，但因

为常看到有同事离职，我也在愁部门营收

情况不理想，公司是否会把业务重心调整

到其他方向”。

众所周知，大型互联网平台及互联网

背景的金融科技公司，曾是过去几年中吸

纳金融科技人才的重要方向，“但受到经济

下行、平台经济监管、金融行业监管等市场

环境和政策环境影响，对互联网机构自身

盈利状况、投入金融和金融科技领域的能

力和意愿均产生了较大冲击，因此‘抢人大

战’热度下降”。对此现象，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数字经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金天向北京

商报记者给出了他的解释。

金天进一步指出，“经过过去几年的行

业实践，这些大厂也发现，既懂金融又懂科

技、真正契合自身岗位需求且能适应企业文

化的人才，还是较为稀缺，另外一些前期高

薪招募的员工匹配度有限，也弱化了其后续

招聘意愿，因此，部分机构更倾向于通过校

招来加强人才储备和满足社会责任要求。所

以，在这一背景下，原有的从业者薪酬水平

下降和存量竞争加剧也就不难理解”。

“今年由于宏观环境的影响，不少科技

公司和互联网公司的战略确实发生变化，

一些非核心业务和人员被裁撤。”零壹研究

院院长于百程同样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

访时提及。

不过，在于百程看来，虽然失业潮迭

起，但也要看到，行业内卷、竞争激烈会使

得企业招聘更加谨慎，而倾向于能力更强

的科技型人才。对于数字化核心业务和紧

缺性人才来说，企业反而会更加重视，因

此，也无需过分担忧。

多持观望态度

复合型人才仍吃香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