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业

文火慢炖方飘香

华安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 邵杰军

2001

年

9

月

4

日， 华安基金获准发行华安创

新开放式基金， 中国开放式基金发展之路由此展

开， 有高峰， 有低谷， 但总体来看， 开放式基金

的出现是国内基金业一大标志性事件， 对行业、

对投资人、 对基金管理人来说， 都有重大意义。

一方面， 开放式基金的问世大大提高了投资人的

交易便捷性； 另一方面， 基金管理人也面临更大

的挑战， 一旦投资人不满意 “用脚投票”， 基金

公司将失去生存之本。

与

2007

年

3.2

万亿的管理规模相比， 近两

年来开放式基金规模出现了回落， 部分客户流

失。 出现这种阶段性的波动在我看来非常正常，

不是说这个行业就没有前景了。 投资人买基金，

需要实实在在的赚钱效应来吸引， 稳定优异的业

绩才是促使投资人买基金的最大说服力。

事实上， 无论跟哪个国家相比， 中国基金业

的发展速度都是非常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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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时间走完了

海外成熟市场百年的路程。 我不认为目前基金业

进入滞涨期， 它只是回归到了自身合理的发展速

度。 年轻的中国基金行业在经历过

2007

年的非

常态发展之后， 行业的相关各方心态发生了微妙

改变， 期望立竿见影的投资回报成为不少人的预

期。 预期太高， 急功近利， 这是非常危险的。

在我看来， 基金业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 慢

工出细活的行业， 无论业绩、 人才、 还是品牌，

都需要文火慢炖才能出香味。 高铁需要先搞好技

术再来谈速度， 基金业也一样， 基础工作不做

好， 一味追求速度， 到头来只能是多方受伤害。

尽管目前处在市场低谷， 但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

很多， 能在低谷时也服务好已有的客户， 做好沟

通本身就不简单。 证券市场有它自身规律， 基金

业也一样， 高低起伏是难免的， 作为从业十年的

基金人， 我想我们未来更多的应该是坦然， 而不

是急躁。

未来十年更精彩

广发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 朱平

中国能不能顺利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中华民

族能否复兴？ 这些更像是一个理想， 但没有人知

道历史会划出怎样的轨迹，

19

世纪英国崛起和

20

世纪美国崛起都没有现成的模式， 也没有人

能预测， 都是在摸索和创新中走过来的。

中国经济现在看上去有些乱， 传统经济已走到

高位， 而新兴产业既受到欧美的压制， 也遇到自

身的问题， 基础也不够扎实， 比如， 本来以为高

铁搞成了， 结果还是有问题。 但这些并不是事情

的全部， 挫折是必须的。 我们第一需要乐观， 第

二应该缺啥补啥， 没有捷径， 天上不会掉陷饼。

日本的大前研一写了一本书， 主题是中国经济是

日本

10

倍的时候， 日本人应该如何应对。 这看上

去是天文数字， 但中国的面积、 人口都是日本的

十几倍， 中国经济是有这个潜力的。 有几个因素

我们不能忽视： 第一， 中国是全球第二经济体，

地大人多， 资源也不算太贫乏； 第二， 中国基础

条件很好， 重工业已发展为全球第一， 水泥钢铁

等在全球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并且， 每年大学

毕业生也是美国的数倍； 第三， 中国人是世界最勤

奋的民族之一， 成为世界工厂， 制造了那么多的产

品， 而且， 中国人也不缺乏创新能力。

中国经济正经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

的阶段， 现代经济体系的复杂程度远远高于传统

经济体， 在这样巨大的转变过程中， 你可能看不

到方向， 但空间非常大。 因此， 中国经济应该会

比上一个

10

年更精彩， 投资也会更精彩， 虽然

难度也会更大。 再过几年， 不到

35

岁想做基金

经理几乎不可能，

5000

只股票一年看

1000

只也

要看五年， 过去产业也比较简单， 五朵金花每朵

的逻辑都一样， 今后， 行业很细技术更细， 研究

产业与公司的难度也更大。

最后， 中国要走上富强之路， 还需克服体制

上的障碍， 这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 但也是精

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没有人知道最终会怎么

样， 甚至也不知道会走一个什么样的路径， 只有

乐观的人相信未来一定会改变。 为什么要乐观？

为什么说乐观是人类的财富？ 因为， 只有乐观，

社会才能进步。

以资源应对货币

以创新迎接转型

博时基金管理公司副总裁 杨锐

投资的本质就是对真实世界的理解。

“我们总是看着后视镜往前开车”， 站在

2011

年的时点认识世界，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

机至少是

30

年来最重要的里程碑， 这次危机标

志着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全球经济从失衡进入

到一个再平衡的过程； 这也意味着， 未来

10

年

的投资， 将处在这么一个长期的再平衡的环境

中。 遗憾的是， 过往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实践并

没有给我们理解新均衡提供太多的准备。

与先讨论实体经济再谈及货币经济的传统

不同， 我个人总是乐意先考虑货币， 因为货币

是刻画实体经济的尺子， 以及与货币有关的利

率、 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 我的一个判断是，

2008

年金融危机到

2011

年的债务危机最终可

能会演进到货币危机； 第二个判断是， 未来的

不确定性可能使成熟市场估值水平下降， 对应

地， 新兴市场的估值水平相对上升； 第三， 一

般价格水平和资产价格水平持续挑战投资者的

预期极限。

回到实体经济。 目前的 “

G2

” 格局仅仅是

结束的开始， 过去

30

年整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

国家 “消费

--

储蓄” 的发展模式结束了。 中国

经济再平衡的核心是转型。 怎么理解转型？ 转

的意思表明了原来的东西可能有些问题， 但新

的东西刚刚起步。 老的东西可能比较安全， 未

来还行不行？ 新的东西肯定有机会， 但是基础

不一定扎实。

未来十年， 一句话： 以资源应对货币， 以

创新迎接转型。

尚健

王立新

邵杰军

杨锐

朱平

窦玉明

现在的调整是为

未来发展作准备

富国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 窦玉明

在公募基金行业从业的

10

多年间， 我和我

的同行见证了中国基金行业发展的历次起伏。

尽管资本市场和基金业， 目前也面临着争

议， 但对于这一行业的前景， 我仍然看好。 中

国人的财富积累刚起步， 未来有很大的发展空

间。 国人的财富管理观念正慢慢转变， 过去自

己理财， 现在逐渐选择把钱交给专业人士打理。

目前全球中型的基金公司管理上千亿美

金， 大型公司管理上万亿美金， 未来， 中国很

可能会出现全球大型的基金公司， 因此， 中国

基金行业依然是朝阳行业， 未来的发展是优胜

劣汰的过程， 谁存活下来， 谁就成功了。

当然， 在这一过程中， 伴随着市场起伏，

基金行业仍然面临着残酷的竞争。 在我看来， 这一

行业第一阶段的市场竞争是增量竞争， 只要你在这

个行业， 就能赚到钱。 蛋糕够大， 见者有份， 这一

时期可能已经结束了。

第二阶段比的存量市场竞争， 争夺市场占有

率， 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这个市场， 你要把别人

打倒， 才可以生存下来。 而现在正处于这一时

候。 现在的差异化， 还主要体现在业绩上。 而展

望未来， 品牌或将越来越重要。 再做十年、 二十

年， 基金公司之间的业绩差距会减少， 公司间的

差异化会走向品牌的差异化。

另一方面， 基金业的增长可能是脉冲式的， 跟

基础市场的关联度较大。 就像

2006

至

2007

年的牛

市使基金规模上升

10

倍， 未来的阶段性牛市也会

带来基金业的高速增长， 市场的下跌是为未来的上

升孕育能力， 基金业现在的调整也是在为未来的发

展作准备。

总体来看， 这个行业最后或会出现若干家巨

头， 美国的资产管理公司的数量远超过千家， 但市

场份额主要在大公司手中。 但一些占领细分领域，

做有特色的产品小公司， 依然可以生存下去， 并发

展壮大。

十年拐点

新征途任重道远

银华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 王立新

如白驹过隙， 开放式基金将迎来十周年诞

辰纪念， 银华基金也走过了十年历程。 回首这

十年， 我们最大的感触就是 “改变”。 无论是

基金业、 银华基金、 还是投资者理财观念均发

生了巨大改变。

十年之前， 刚刚起步的基金行业完成了第

一只开放式基金的发行， 行业总规模仅为

870

亿。 而到去年底， 已有

62

家基金管理公司，

管理资产接近

3

万亿元。 这

10

年， 也是国民

理财意识启蒙的

10

年， 此前鲜为人知的基金，

今天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 成为投资理财的重

要工具。

银华基金有幸成为这变革时代的参与者

和亲历者， 见证了改变的力量。 从一个行业

新生代， 一步一个脚印， 发展成为一个管理

800

亿规模， 业务范围涵盖公募基金、 企业

年金、 特定客户资产业务、 社保基金管理及境

外投资业务的全牌照综合型资产管理公司。 十年

风雨磨砺也铸就了银华独特的投资品格： 求实稳

健而不墨守陈规， 积极进取而不急躁冒进， 独立

思考而不固步自封， 勇于承担而不轻言放弃。 先

后发行

18

只基金产品， 累计为持有人分红超过

160

亿元， 帮助数以百万计的家庭实现他们的财

富梦想。

在为投资者奉献回报的同时， 我们也希望让

社会意识到： 投资是一种可以改变生活的工具，

这种改变不仅仅是给自己的财富保值增值。 投资

其实是一种公益， 是让财富均衡增长， 让更多的

人分享到社会发展的成果； 对于个人来说， 投资

改变生活， 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需要的是一

个更加明确的生活目标。 银华基金将恪尽职守，

竭尽所能， 继续为我们所追求的目标

--

投资改变

生活而执著前行。

站在新

10

年的拐点， 全球经济在后危机时代艰

难起步、 国内通胀水平居高不下， 基金业面临前所

未有的挑战， 践行受托责任， 任重而道远。 不过可

以预见，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居民财富的迅速增

加， 中国资产管理行业将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 我

们希望能够抓住机遇， 成为全产品线、 多功能的综

合理财服务商， 根据投资者的需求， 提供丰富的创

新产品， 得到更多投资者认可。

业绩才是硬道理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尚健

基金业跟消费类企业一样， 面对的是普通消

费者， 品牌的认知度很重要， 因此市场营销很关

键， 但前提是产品品质要过硬。 要使品牌长盛不

衰， 最终的决定性因素还是有竞争力的品质。 基

金的产品品质就是基金业绩。 基金公司营销做得

再好， 客户也只能容忍产品业绩的的短期疲弱，

长期的成功一定是建立在持续良好的业绩基础之

上的。

因此， 基金管理公司最基本的立足点， 是为

投资者提供合适的产品与良好的投资业绩。 创新

很重要， 但不能当饭吃， 只能锦上添花。 老百姓

最看重的是持续的投资回报， 产品是否别具一格

还在其次。 创新要有业绩做支持， 这样创新才不

会是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

无论公司大小， 业绩都是最重要的， 持续良

好的业绩是基金公司管理规模增长的基础， 没有

业绩， 即使短期内管理资产规模增加了， 客户也

会失望地离你而去， 资产规模不能维持。 只有获

得持续良好的业绩， 才能赢得投资者的信任。 因

此， 关键是要练好内功， 提高各项业务的水平。

基金公司注定不能一夜成长， 公司品牌需要慢慢

积累， 无论业绩， 还是机构、 散户对公司的认

可， 都需要文火熬汤， 慢慢培育和发展。 这需要

公司有定力， 也需要股东的坚持， 有耐心等待公

司慢慢长大。 欲速则不达， 一旦急功近利， 很可

能离目标更远。

马太效应放大， 处在中游的基金公司也很不

易， 想向上很难， 而一不小心很容易就会掉队。

在常规战场上不掉队， 尽可能比别人略好， 在非

常规战场上做出自己的特色， 这是中小基金公司

的突围之路。 要稳扎稳打， 在常规战场做好客

服、 营销， 长期业绩做到前四分之一或者前三分

之一， 时间长了就可能脱颖而出。

国投瑞银的立足点是创新， 在积累了一定的

品牌效应后， 国投瑞银未来将偏谨慎， 把

80%

至

90%

的着力点放在打造高品质的基金公司上。

我们总体策略上还是向全能型公司发展， 慢慢过

滤出自己的特色， 让时间告诉我们真正的特色在

哪里。

十年高管

：

弄潮儿向涛头立

在他们的手上， 一只只基金产品被打磨出来。

10

年资本市场的磨砺， 使公司和产品都品质厚重，

历久醇香。 展望未来， 他们将攀登更高的山峰， 领略更灿烂的风景， 领导中国基金业走进一个更加

精彩的

10

年。

十

年

坚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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