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年隔空协作，他和她的故事，原来都在兢兢业业中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研究所合规质控组的张如许和

朱佳琪同学是并肩作战 2年有余的同事，两人在自己的岗位上持续深

耕。青蓝相携，“吃过苦、扛过枪”，他们是同事，更是能通力合作

的战友，都在各自的职业生涯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优秀是如何传承的？我们有幸与这两位质控同学面对面。。。

前辈：张如许

岗位：高级质控经理

司龄：2年

后辈眼里的他：最早一批任职研究所质控岗的同学，工作细致，待人

温和，总能给人满意的回答，也是运动健将。

后辈：朱佳琪

岗位：质控助理

司龄：2.5 年

前辈眼里的她：学习能力强、细致、认真、耐心、善于沟通。



关于结缘

问：两位的同事情谊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张如许：我是 2021 年 6 月来到德邦研究所的合规质控组工作的，2

年来一直在这个岗位上深耕。刚来的时候，佳琪还是传媒互联网组的

分析员，平时也会审核到她发来的报告、沟通报告中存在的问题，她

不仅积极配合按照监管要求进行修改，良好的沟通能力也给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朱佳琪：我比张老师早一些来到德邦，2021 年 2 月以活力生的身份

进入研究所工作，经历了传媒互联网组研究员和质控助理的工作，就

此开始了与张老师的隔空协作。刚刚加入质控团队时，张老师不仅耐

心细致地给予我指导和提示、帮助我加深对不同类型不同行业报告审

核重点的关注度与敏感度，还总能第一时间用专业知识和经验为我们

解答例如营收拆分及估值分析等各类问题，更能分享给我们一些报告

审核时迅速查找资料的方法及提效小技巧等等。

岗位自信

问：有人说后台岗位作为幕后工作者，远不如“前线”岗位光鲜亮丽，

两位怎么看？

张如许：质控岗位的职业天花板同优秀分析师、机构销售这样的前台

岗位相比肯定是有差距，但前台岗位对于能力、体力和情商等方面要

求也很高，选择质控岗位是充分考虑了自己的能力、性格和兴趣，并

在对该岗位有了一定了解之后才做的选择。



虽然质控岗位的职业天花板不高，但这个岗位对于研究所来说还

是非常重要的。《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暂行规定》中明确了证券公司、

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应当建立证券研究报告发布审阅机制，明确审阅流

程，安排专门人员，做好证券研究报告发布前的质量控制和合规审查。

而且，在网络和各类媒体广泛普及的当下，研究报告的市场影响越来

越大，监管也越来越严格。确保证券研究报告中的信息准确、逻辑严

密、结论审慎，避免造成个人、公司和行业的声誉风险，是各家机构

和监管层日益重视的问题，因此，质控人员身上承担的任务也越来越

艰巨。

朱佳琪：质控岗的工作内容在我看来是很纯粹的，不仅能够运用自己

的专业知识为发布证券研究报告业务把好关，也能在工作中不断沉淀

积累并更好地与研究员沟通、力争实现提质和增效并重。例如，在

2022 年的中证协远程共建培训中，我司获选的 4 项课程中有 3 项是

研究所研发的，为了能让课程顺利通过审核并获得协会老师的青睐，

合规质控组也是抓紧时间审核了宏观、策略、固收、金工、医药、食

饮、机械 7 个课程视频以及 PPT 内容，对课程内容表述的客观性、引

用数据及分析结论的审慎性及其观点是否有外发报告支持等给出了

建设性意见。最终，我们在去年 7 月的团体评优中，以中证协共建远

程培训课程报送小组的名义获得了优秀团队奖。



刻骨铭心的记忆

问：在研究所工作，应该经历过许多高压时刻，有没有哪一次让您觉

得刻骨铭心？

张如许：从今年年报季到现在的报告审核压力都特别大。一是研究所

仍然处于快速的发展期，不断有新的研究员加入，报告的数量也是同

步快速上升。尤其在年报季期间，报告数量更是飙升，4月份我们基

本都处于从睁眼忙到闭眼的状态；二是今年质控同事们因产假、病假

等原因休息了较长时间，导致这期间人手出现短缺，致使流程中的报

告出现积压，压力一直得不到缓解；三是监管的要求日趋严格，6月

以来各地证监局发布了很多监管案例，我们也是坚持抽空学习案例并

不断完善质控审核要求，审核的细致程度不断提高。以上三个方面的

原因使得我们今年的工作一直处于高压状态。

朱佳琪：为了能对报告作及时反馈，质控合规人员几乎需要“随时待

命”，除了工作日白天十分充实的任务和周末近三十篇周报的审核，

我们在工作日的早晚更会安排专人值班，在年报半年报等点评外发的

高峰期一般要工作到近凌晨。虽然现在的工时相较于别的部门略长一

些，但较高强度的审核工作也有利于个人能力的集中训练。相比刚来

质控组的时候，相信我们每个人在审核报告的效率、对研究方法和关

键假设的把控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提高与更多的信心。



问：作为质控人员，这一路走来有什么心得、经验可以分享的吗？

朱佳琪：研究员的经历之于质控审核是弥足珍贵的，不仅能更加明确

研究报告写作与审核的重点，也更能关注到报告容易出错的地方，更

有助于站在研究员的角度想问题，提出合适的修改意见，在增进理解

的同时进一步提高沟通效率。

并且质控是也需要不断总结和分享的，能够形成我们的“质控资

产”，把自己的总结辐射出去、为研究业务更好地赋能。我们接下来

也希望通过合规质控定期总结、更深入更有针对性的合规质控培训等

方式（例如研报写作与底稿规范的讲解、近期研报出现的问题复盘、

以及典型监管案例分析等），在助力研究业务有序高效开展的同时也

将新的监管要求切实融入研报的审核中去，以进取精神和专业能力，

为公司研究业务的高质量及合规发展贡献力量。

张如许：从总量到行业，质控工作每天都会接触很多新的知识和研究

方法，这也对质控人员的学习能力要求很高。我们在审核报告的同时

也会经常向研究员认真的请教和学习，在理解报告内容的基础上给出

质控反馈修改意见。

研究员对于研究报告的出发点可能更偏向于业绩考核，所以对报

告的时效性、影响力等方面的要求会很高，因此，在审核时间、报告

表述、研究预测和结论方面经常会与质控人员产生一定的冲突，这些

时候很考验我们坚守底线的能力。为了报告能够满足监管和公司对于

研究报告的要求，即使被研究员催得很紧，我们都会坚持细致认真地

完成每一篇报告的审核，对于和研究员有异议的地方，我们都会坚持



合规质控的底线让研究员修改。对于明显异议或者重大事项，我们也

会通过提级审核的方式确保反馈修改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