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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报违规罚单再现

又有券商因研报违规遭罚。5月23日，
太平洋证券发布公告表示，其于5月22日
收到云南证监局发布的《决定》，《决定》
指出太平洋证券发布证券研究报告业务
存在的“多宗罪”。

云南证监局指出，首先，太平洋证券存
在5人未取得分析师资格，但以分析师名义
对外发布研究报告的问题，其中4人在中国
证券业协会均注册为“一般证券业务”。此
外， 个别研究报告未记载分析师证书编码，
个别研究报告数据计算有误。同时，公司《研

究院撰写及发布证券研究报告管理办法》第
64条将“公司评级”根据个股相对大盘涨幅
情况分为5级， 抽查的2篇研究报告也均在
报告的尾部引用该评级，但“大盘涨幅”并未
明确指明为何种指数。最后，抽查的某研究
报告由撰写人提交后，组长于当日同一时间
通过审核。云南证监局表示上述行为已违反
多项规定，故对该券商责令改正。

公告中，太平洋证券表示，公司高度重
视上述问题，将严格按照监管要求落实相关
决定，加强证券研究报告业务管理。就进一
步的整改方案北京商报记者发文采访太平
洋证券，但截至发稿未收到相关回复。

无独有偶，一周之内，还有一起因券商

研报存在可比公司选择依据不充分、盈利预
测论证不充分等问题而开出罚单的情况，彼
时受罚的则是署名分析师。5月18日， 安徽
证监局发布公告表示，对研究员陈某出具警
示函。中证协数据显示，名字对应且同时执
业岗位为分析师的仅1人，该分析师供职券
商或为华安证券。

近年来，券商因研报违规“吃”罚单的情
况屡见不鲜。2022年6月， 上海证券就曾因
研报问题收到多张罚单，上海证监局指出上
海证券研报存在分析结论的合理依据不够
充分、发布前质量控制存在不足情形。公司
被出具警示函的同时，相关研究所副所长及
研报署名分析师也被监管约谈。2021年10

月，福建证监局发布公告表示，兴业证券研
报内容存在数据列示错误、文字表述不严谨
等情况，并对该券商出具警示函。

此外，以玄学风水为形式预测股市的研
报也一度出现，并被监管关注。2022年3月，
深圳证监局连发两篇公告对安信证券分公
司及投顾陈某分别采取出具警示函、监管谈
话等监管措施。经查，陈某制作并在公司微
信群发布的《仁者无敌-2022中国股市预
测》对外传播，将股票根据五行属性分类进
行分析，投资建议不具有合理依据。2021年
12月，国盛证券及其研究员因运用“天干地
支”预测股市也被江西证监局处罚。

需坚守合规经营底线

总体来看，近年来，券商研报问题大多
集中在数据不严谨以及分析客观性不足。多
数券商存在研报数据选取不够审慎、合规审
查不到位的问题。此外，玄学风水研报也常
“顶风作案”。

华林证券资管部董事总经理贾志解读
称，事实上，券商研报涉及违规情况时有发
生，与证券卖方研究内卷严重有关。研报数
量、路演次数、派点规模都是可量化的硬指
标，可能存在部分研究员为追求数量而忽视
质量，为吸引关注和流量就忽视专业和严谨
的情况。

针对上述研报乱象，2023年2月证监会
也曾发文表示，将从严落实中办、国办《关于

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 持续
加强发布证券研究报告监管执法和自律管
理，严厉打击利用天干地支、阴阳五行风水
学说预测股市等违规行为。

另外，北京商报记者获悉，2023年4月，
监管部门也向券商发布《证券研究报告业务
“双随机”现场检查情况的通报》，检查专项
工作覆盖45家券商和300篇研报。研报制作
审慎性不足，个别员工私自发表证券分析意
见成为券商存在的典型问题之一。

独立国际策略研究员陈佳直言，研报质
量问题频出的主要源头在于研报生产流程
与价值流程的脱节。研报生产流程不直接产
生交易价值，部分机构就放松尽调，放弃主
体责任，担心严格尽调依法合规的报告会影
响交易和商业价值。这种缺乏战略责任的扭
曲价值观可能导致机构所谓“研究创造价
值”成为一纸空谈。

“从目前券商研报供给侧与需求侧发展
方向来看，由于其内容创新性、前瞻性与科
学性有所跳水，研报同质化较严重，反而进
一步加剧研报市场内卷式竞争， 娱乐化、擦
边球等乱象，也成为当前金融监管部门重点
关注的领域。”陈佳表示。

贾志表示，近年来，证券研究报告监管
日趋常态化， 监管的趋严可以督促各家机
构在夯实专业的基础上， 坚守合规经营底
线，放弃侥幸心理，出精品报告，让研究创
造价值。

北京商报记者 刘宇阳 郝彦

近一周内，涉及券商研报的罚单再次出现，直指相关

券商及研报分析师。5月23日，太平洋证券发布公告表示，

其于5月22日收到云南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以下

简称《决定》），因研报存在违规，太平洋证券遭监管责令

改正。此外，一周内，也有券商分析师因研报违规而遭处

罚。近年来，券商研报涉及违规的情况早已屡见不鲜。有

业内人士表示，上述情况的时有发生，与证券卖方研究内

卷严重有关。可以看到，近年来，证券研究报告监管日趋

常态化，监管的趋严可以督促各家机构坚守合规底线，让

研究真正地发挥、创造价值。

审慎性不足 券商研报违规再“吃”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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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爆的AIGC在保险业想象空间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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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保险业而言
AIGC会带来什么

随着ChatGPT的火爆出圈，AIGC改变世
界的脚步加速。 在AIGC的主要应用场景中，
不仅有相对基础的文本生成、机器翻译等，也
有相对高阶需求分析、风险评估等场景。毫无
疑问， 拥有广泛数据积累的保险业将是新兴
技术率先落地的重要场景之一。

谈及AIGC对保险业的赋能，魏晨阳认为
场景广阔、想象空间巨大。以保险产品销售为
例，魏晨阳指出，AIGC这样的人工智能技术，
可以迅速综合、 梳理产品的信息并呈现给客
户，通过清晰有效的交互方式，引导客户更好
地理解和选择产品。 在理赔和保单管理的过
程中，AIGC也可以跟客户通过反复有效的交
互，全流程“陪伴”客户，提升业务效率和客户
体验。在产品端，从市场调研、产品开发和定
价到销售的触达，AIGC都可以产生极大的赋
能。 在资产端，AIGC强大的信息搜集和分析

推理能力，能够极大提升投研的效率，指出投
资决策。

那么，AIGC将给保险业带来哪些应用机
会呢？ 蒋纪匀表示，AIGC的技术应用具备高
度的自然语言识别和创作能力， 能够根据特
定的对话指令快速生成多种类型和风格的内
容，包括纯文本、图文、精美图片、动画、短视
频等。它们还能够支持多轮对话，并随着对话
的深入更好地理解意图， 从而生成更加精准
的内容。充分利用这些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
技术的优势特点， 可以为保险行业客户在保
险产品、营销、运营和客服等多个领域提供深
度技术赋能，同时还可以应用于日常办公、研
发工程等多个方面。

AIGC的最大优点之一就是其更人性化
的互动性，这也引发了“保险代理人危矣”的
讨论。谈及AIGC是否会取代保险代理人这一
热议话题时，肖萍表示，可以预见，未来几年
人工智能在保险业中发挥的作用将会愈发重
要， 人工智能技术有潜力自动化保险代理人
的一些工作流程， 例如提供信息和回答客户

问题，甚至在销售逻辑、合规性、专业度等方
面比资历较浅的代理人做得更好。 这可以促
使代理人有更多时间专注于更复杂的工作任
务。但鉴于现阶段模型训练水平和实践深度，
短期内还不会彻底取代保险代理人。

险企要做什么
又能做什么

过去十年， 保险业数字化转型实现了跨
越式发展。当前，新一轮的技术浪潮正扑面而
来，AIGC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 正深刻影响
着各行各业。

对于保险业来说， 该以什么样的姿势迎
接变革？蒋纪匀坦言，市场上普遍声音都在肯
定AIGC对保险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助力，但没
有万能的技术，我们也需要充分理解到，想要
展现出AIGC的能力，需要找到高度适配的应
用环境。

蒋纪匀表示， 金融的本质仍然是管理风
险。基于保险业数据机密性强、监管严格等特

点，保险业在应用相关技术时，需要注意数据
质量、语义理解、安全风险、误解风险、用户需
求等问题，确保模型的准确性和可用性。同时，
开发者和使用者需掌握相应技巧和经验，结合
人工智能和人类判断，实现最佳的协同效果。

“我们还应该清晰洞察到，AIGC的技术
和应用目前仍未尽善尽美， 远未进入到通用
性人工智能的阶段， 尤其是面对复杂的语义
和人文场景，AI对于复杂的逻辑归纳、推延以
及有可能发生的概念性或逻辑性错误， 仍需
人工辅助纠偏、排错。只有在全面了解AIGC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和特点、 熟悉其
实际应用情况以及风险防范策略的基础上，
才能更好地应用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
为各行业的应用场景打造更强的智能化解决
方案。”肖萍进一步分析。

“总体来说， 推动AIGC在保险业的应用
需要理念进步、技术投入与环境搭建并重。只
有在认知与技术两方面同步推进，AIGC等技
术才能真正落地保险行业，提升商业价值，并
产生深远影响。”肖萍表示。

保险业探索前景如何
风险怎么防范

在AIGC浪潮持续翻涌之际， 围绕AIGC
在保险业的应用探索前景与风险并存。 一方
面，模型生成内容的可靠性、使用方式等安全
隐患，如冰山一角渐渐显露。另一方面，AIGC
应用于保险行业的想象力被无限拉满。

蒋纪匀提示，当前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
技术赋能险企仍处于探索阶段， 在技术应用
上会有所不足， 在技术风险评估上需要更加
的谨慎。

“前期可以根据自身业务场景的特点以
及数据的特点，选择适合的模型，引入并加入
合适的人工监控。同时加强业内合作，关注同
类企业或上下游企业的动向效果， 与业内共
同探索进步，制定相应的行业安全规范，这也
会对整个业界的发展形成良好的生态。”蒋纪
匀如是分析。

对于保险科技未来的发展趋势， 魏晨阳
表示， 当前处在数字化转型红利进一步爆发
的节点上，一方面，很多技术发展到了一定节
点，比如ChatGPT经过七八年的探索，巨大投
入到现今的爆发。同时也要看到，疫情激起了
全球各行业加速数字化转型的共识。 从降本
增效、模式创新的角度来说，数字化突破为社
会带来了非常可观的前景。相信未来，通过更
深入、精准地对信息、变革趋势的捕捉，通过
更有效的互动方式发现、把握新的需求，创造
出有效互惠的场景， 激发更精准的产品创新
和客户触达，前景令人振奋。

魏晨阳表示， 在科技高速发展、AIGC带
来巨大想象空间的同时， 各国政府和行业也
在积极探讨什么是更负责的AI； 保险行业也
需要回答类似问题： 人工智能如何更加负责
任、 更加有温度地赋能保险业。 可以预料的
是，AIGC的突破式发展， 将会激发大量创新
探索， 同时也会在全球范围内激发监管方面
更积极地研究及合作探索， 在风险可界定可
控的前提下，推动数字化创新为实体经济、为
保险业最大限度地赋能。

北京商报记者 陈婷婷 胡永新 李秀梅

如今，街头巷尾都在热议一个叫作ChatGPT的产品，在ChatGPT横

空出世前，电影《流浪地球2》已经让我们见识到了MOSS的智慧。无论是

科幻世界的MOSS，还是已经诞生的ChatGPT，都属于AIGC（人工智能

内容自动生成技术）这一概念。这也让全世界看到了AIGC的强大。

当前，AIGC正在席卷各行各业。作为金融业的代表，保险机构连接

着C端用户群体，拥有广泛的数据积累，毫无疑问是新兴数字技术率先

落地的重要场景之一。

火爆的AIGC将会给保险行业带来哪些改变？保险业又该如何接招？

5月23日晚间， 保险秘闻在直播间邀请了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副院

长、中国保险与养老金研究中心主任魏晨阳，众安保险首席技术官蒋纪

匀，德华安顾人寿总经理助理、首席信息官、首席运营官肖萍三位保险大

咖进行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