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建国 富国基金的开拓者

从

1999

年率领富国基金发行旗下第一只产品基金汉盛到

2008

年

转任海通 （香港） 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富国基金开拓者李建国

带领基金公司走过了

10

年， 期间经历了

2003

年引进外资股东到

2006

年的业绩爆发。

在李建国担任富国基金总经理期间，

2003

年公司成功引入加拿

大蒙特利尔银行， 吸收了海外机构的投资经验， 为公司长远发展奠定

了基础。

特别是在大牛市初期的

2006

年， 富国基金公司明星基金经理陈

戈执掌的富国天益表现领先， 当年整体回报在全行业处在前五名。 富

国基金旗下不仅偏股基金业绩表现优异， 债券基金也有不俗表现， 旗

下富国天利增长债券基金

2005

年

~2007

年连续三年排在同类基金第

一名。 （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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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作良 平常心成就价值投资典范

“江作良做投资， 还没有交过学费。” 熟悉江作良的业内人士这样

评价。

不过， 如果你接触过江作良， 会发现他本人看起来远没有传说中

的神奇， 甚至非常普通， 像一位温厚的邻居， 或者是严谨的工程师。

江作良虽然低调， 却率领易方达投研团队取得了相当优异的业绩，

2003

年， 基金科翔、 基金科汇位列封闭式基金净值增长排行榜冠、

亚军；

2004

年， 基金科汇、 基金科翔又分列第一、 第三名， 易方达

平稳增长基金排名列全部开放式基金净值增长第三位。

2006

年、

2007

年的牛市中， 江作良同样取得了不俗的业绩。

投行出身的江作良， 对上市公司的价值有着超强的研判能力， 是

一位出色的价值发现者。 易方达重仓持有的上海机场、 苏宁电器都成

为熊市中的牛股， 给持有人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江作良也一度成为公

募基金价值投资的领军人物。

但江作良却有一颗平常心， “没有人能总拿第一， 这是事物发展

的必然规律。 我们只需要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事情， 坚持自己的理念

就好。” 他喜欢 《射雕英雄传》 里的郭靖， “郭靖纯朴善良没有杂念，

一切出发点都是为别人好， 因为比较笨， 所以 ‘笨鸟先飞’， 非常勤

奋， 也没什么贪念， 没想过什么绝世武功， 只是实实在在一招一式下

苦功夫去练。”

2008

年年中， 江作良离开了易方达。 作为价值投资的教父级人

物， 江作良注定将定格在中国基金业的历史中。 （杨波）

不要忘记那些离开的背影

吕俊 选人胜过选股

在国泰基金和上投摩根， 吕俊的业绩出类拔萃。 从

2002

年到

2007

年， 吕俊管理的基金金盛、 国泰金鹰增长、 上投摩根中国连续

六年都排在了同类基金的前四分之一， 这个业绩除了王亚伟， 至今尚

无人能超过。 不过， 真正成就吕俊的， 还是在上投摩根的四年。 在吕

俊管理上投摩根中国优势基金时， 该基金三年业绩总回报超过

650%

。

成功的投资， 除了给吕俊带来名声外， 他的职位也节节攀升。 在上投

摩根， 吕俊从基金经理做到了投资总监、 公司副总经理。 不过在

2007

年， 吕俊选择了从上投摩根离开， 创办了自己的私募基金从容

投资。

吕俊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在于其独到的选人眼光。 在上投摩根

时， 吕俊重用了一批投资能人， 他给上投摩根打造了一个豪华的投研

团队。 今年以来的私募冠军芮崑在上投摩根时做过吕俊的助理。 在从

容投资， 吕俊更是大胆启用了姜广策， 他深有感触地说道： “选人用

人， 不比选股容易。”

从公募基金的基金经理到私募老总， 吕俊的华丽转身走得顺风顺

水， 短短几年间， 吕俊和他的从容投资已经名震私募江湖。 （杜志鑫）

石波 新能源火枪手

石波从 “公募一哥” 华夏基金转身出来加入私募大军， 在

2007

年

11

月股市最疯狂时发行了尚雅一期， 结果可想而知， 遇上了百年

一遇的金融危机，

2008

年

11

月， 尚雅一期净值跌至

0.63

元。 这对

以获取绝对收益为目标的阳光私募而言， 宛如陷入再也无法爬起来

的泥潭。

不过， 悲观、 绝望对善于寻找机会的人而言， 也往往孕育着更大

的机遇。

2009

年， 石波绝处逢生， 他抓住了新能源的投资机会。

2009

年

2

月， 石波说新能源革命来了， 低碳经济来了， 要全面布局

新能源产业链。 在当年

3

月召开的第三届私募基金论坛上， 尚雅投资

总监常昊再次强调了上述观点。

在当时一片悲观的氛围中， 石波最早提出和布局新能源。 真理往

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这句话用在石波对新能源的发掘上再正确不过

了。

2009

年涉及到新能源的股票普遍翻了一两倍， 尚雅咸鱼翻身，

尚雅系列产品净值重新回到了

1

元面值之上， 在当年的阳光私募排名

中， 名列前三名。

在投资中， 石波也是最早提出 “品质投资” 的人，

2006

年管理

公募时， 他的重仓股就是张裕、 云南白药、 贵州茅台等。 （杜志鑫）

龙小波 大成基金首任掌门人

从

1998

年大成基金公司筹备到

2009

年

4

月成立， 龙小波成为该

公司第一任掌门人， 到

2004

年年初离开， 龙小波带领大成基金走过

了最初的

5

年， 这

5

年里大成基金公司从无到有， 并拥有百亿资产，

奠定了大成基金公司后来蓬勃发展的基础。

在 “老十家” 基金公司中， 大成、 华夏和博时三家基金公司以

5

只封闭式基金处在行业领先位置， 当时大多数基金公司只拥有

4

只封

闭式基金。

龙小波重视组合管理和数量化分析， 产品创新方面在业内首屈一

指， 例如基金景福是类似指数的封闭式基金产品，

50%

的资产跟指

数，

30%

的资产自己选股投资， 还有

20%

的国债投资。 大成价值成长

基金的理念是从价值投资中挑选成长股， 也是当时同类产品最早面世

的， 后来众多基金公司推出此类产品。

作别大成基金后， 龙小波自己组建了私募基金， 在香港和内地均

有产品发行。 （余子君）

莫泰山 总经理“奔私”掀起千层浪

公募基金掌门人、 私募首席执行官 （

CEO

） ———近年来， 贴在

莫泰山身上的标签不时变换着。 在人们看来， 他在公募基金的平台

上实现了人生抱负， 在加盟交银施罗德五年、 成为总经理两年后，

他把交银施罗德带到了行业前十的位置， 交银施罗德和莫泰山成就

了彼此的一个高峰。 在公募界风生水起时， 莫泰山辞职的传言一度

在业内流传

200

天左右。 最终， 这一传言成为现实。

2010

年

9

月

29

日， 交银施罗德基金发布公告称， 同意莫泰山辞去公司总经理

职务。

莫泰山

2005

年加盟交银施罗德基金公司， 先担任副总经理，

2008

年正式升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带领交银施罗德基金公司发

行成为当时银行系基金公司第一名， 并一度进入十大基金公司

行列。

尽管已转投私募大佬重阳投资， 莫泰山在各个场合仍保持了对

公募基金的尊重。 他把私募比作资产管理行业的新军， 建议私募在

公司治理和风险控制等方面多向公募学习。

（木子）

王鸿嫔 基金业的铁娘子

“营销女王”、 “基金奇才”，

2003

年王鸿嫔带着无数荣耀从台

湾来到了上海滩， 短短

5

年时间里， 王鸿嫔掌舵的上投摩根创造了

无数个神话， 也在中国基金业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上

投内需动力一日发行

900

亿启动比例配售、

3

年内让新生的上投摩

根资产管理规模挤进公募基金前十名， 直至王鸿嫔卸任， 上投摩根

管理规模仍有

544.15

亿份， 在

60

家基金公司中排第

15

名， 稳居

第一梯队。

王鸿嫔为上投摩根带来的不仅仅是资产管理规模的快速提升，

更为上投摩根树立起了投资者教育的标杆。

2004

年王鸿嫔初掌上

投摩根， 就率领上投摩根踏上了一条投资者教育之路， 每年在各大

中型城市举办的投资者教育活动， 让不少此前不知道基金为何物的

投资者知道了基金， 也知道了上投摩根这家基金公司。

5

年前， 王鸿嫔舍弃家庭选择了上投摩根；

5

年后， 王鸿嫔

又为了家庭而选择离开上投摩根。

5

年时间里， 王鸿嫔开辟了一

条新基金公司快速成长之路， 也展现了基金业 “铁娘子” 坚毅

的一面。 （余子君）

成保良 创造基金业多项第一

“我把最珍贵的一段人生献给了这个行业， 献给了招商基金！”

成保良曾经这样说过。 确实， 不惑之年， 成保良承担了组建招商基

金重任， 历时

9

年， 当招商基金已经在公募基金中拥有一席之地的

时候， 他选择了离开， 寻找新的起点。

为人低调内敛， 是成保良在招商基金期间给人留下的最深刻印

象。 不过低调的成保良却在公募基金历史上创造了多个第一： 第一

家合资基金公司、 第一家发行伞型基金的基金公司、 第一家发行货

币基金的基金公司、 第一批获得社保基金管理资格的合资基金公

司、 第一批获得企业年金管理资格的基金公司、 第一批获得专户管

理资格的基金公司。

成保良离开招商基金后， 将转战上海， 筹备上海瑞力投资有限

公司， 虽然离开了基金行业， 但是用成保良自己的话说， 他未来仍

然将在金融行业奋斗。 （余子君）

陈礼华 推分级基金走差异化之路

任职期：

2006

年

4

月

10

日至

2011

年

3

月

25

日。 截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 长盛基金管理规模达到

368.15

亿份， 在

61

家基金

公司中排名第

28

。

既擅长投资又擅长管理的人一直被认为是公募基金公司总经理

较理想的人选， 陈礼华就是这样一个集两种身份于一身的人， 曾经

担任过南方基金总经理助理兼投资总监，

2006

年华丽转身为长盛

基金公司总经理。

2009

年

5

月创新基金———长盛同庆分级基金发行， 受到了机

构和投资者的抢购， 首日便募集

150

亿份。 而这只基金的热卖也在

公募基金掀起了一股分级基金热潮。 在陈礼华任职长盛基金总经理

的

5

年时间里， 虽然公募基金管理规模没有大幅增长， 但是在非公

募业务上， 长盛基金却是突飞猛进。

2009

年

8

月长盛基金总资产

管理规模超过

1000

亿元大关， 非公募业务已经远远超越了公募业

务， 这不能不说是陈礼华带领长盛基金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

道路。 （余子君）

李春平 风控管理是立足之本

2007

年从国泰基金离开、 告别公募基金时， 李春平留下了一个

寂寞的背影。

握有

001

号批文、 拿到国内基金公司的首块牌照， 国泰基金起

跑时间远远领先于一些同行， 相比于其他老十家基金公司中的佼佼

者， 国泰的风格和思路有所不同， 呈现出的经营状况和成长路线亦

有所不同。

李春平有自己的理念， 他坚持 “要让风险控制渗透到公司的

每一项业务中去”， 其思路从多次公开场合的采访和讲话中可以

觅得踪迹。 在

2005

年的一次公开讲话中， 李春平称， 强化风险

控制应作为基金的立足之本， 从长远的角度看， 基金因主导市

场而获取超额收益的情况在任何一个市场中都将难以持续， 未

来基金规模扩张将带来收益逐步趋向平均化水平。 只有建立起

完善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制度， 才能获得未来业绩的持续稳

定增长。

这些看上去朴素的话语， 却是基金业持续稳定发展的真理， 在

国内基金业跑马圈地的时代， 李春平的理念显得很特别， 但路遥知

马力， 日久见人心。 在基金业发展困难重重的今天， 业内人士都在

大声疾呼要保护投资者利益， 而李春平当年稳健发展的思路， 正是

对投资者利益的最大保护。

（木子）

� � � �每一个行业的发展， 都离不

开领军人物的开拓与创造， 基金

业同样如此。

开放式基金的十年， 离不开

一大批拓荒者的辛勤耕耘， 无论

是为行业发展殚精竭虑的总经理，

还是引领价值投资风气之先的投

资英才， 他们都是开放式基金能

够有长足发展的功臣。

虽然一些基金业的精英人士

选择了离开， 但我们不会忘记这

些中国基金业的拓荒者曾经的付

出与汗水、 创见与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