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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

来， 中国基金业管理规模增速放缓，

多年发展过程中积累的问题和矛盾逐

渐暴露。 如何在内外部发展环境出现

深刻变化的背景下， 顺应经济结构调

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大趋势， 通过行

业自身的转型与突破， 实现中国基金

业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这是基金行

业正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站在历史高度

理解转型与突破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证明，

自上而下、 从无到有、 由简入繁、 循

序渐进是中国绝大多数改革的必由之

路， 经济体制改革是这样， 资本市场

建设是这样， 基金行业的发展也是如

此。 转型与突破， 是基金行业发展到

一定阶段时必须做出的战略抉择。

基金行业发展初期， 国内基础

市场建设尚处幼年， 投资工具种类

相对比较单一； 国民理财意识尚未

觉醒， 理财市场建设处于萌芽阶段；

相关配套建设逐步展开， 资产管理

整体产业链尚未形成； 社会上对于

规范基金业发展方面的一些关键问

题存在争议， 法律法规亟待完善。

在这样的背景和条件下， 中国基

金行业初期的规范发展是以政府为主

导予以推进， 既带有一定的行政色

彩， 同时也对基金行业生存发展起到

了重要的保驾护航作用； 相关法律法

规对基金公司组织结构、 基金治理结

构在内的一系列规定， 是在统一认

识和搁置争议后， 结合当时社会经

济发展条件所能确定的最优选择。

13

年的基金业发展历程证明， 中

国基金业走过了一条与中国实际相

结合的发展道路， 从无到有， 由小

到大，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

就， 为中国资本市场的规范健康发

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基金业超常规发展的

13

年

间， 行业的外部发展环境逐步发生

巨大变化。 中国资本市场实现了翻

天覆地的变革， 股权分置改革获得

成功， 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取得突

破， 股指期货、 融资融券等一系列

对资本市场影响深远的制度安排得

以实现； 经济快速发展导致的居民

财富增加， 令国民理财意识全面苏

醒， 个人理财市场初具规模； 包括

天使基金、

PE

、

VC

、 私募信托产

品、 券商集合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

产品、 保险理财产品等资产管理产

业链的各个组成部分蓬勃兴起； 与

此同时， 政府逐步放松管制， 转向

强调监管， 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审

批， 为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创

造条件。

反观中国基金业， 虽然资产

管理规模迅速增长， 各类业务和

产品创新层出不穷， 但作为行业

发展基础的一系列关键制度安排、

发展模式等依然没有跟上形势的

变化。 当政府管制放松使基金行

业市场化竞争程度大大提高时，

以规模为导向的单一发展模式依

然统治着整个行业， 令行业内部竞

争环境日趋紧张； 当各类理财机构

参照基金行业的发展经验逐渐兴起

时， 基金行业在发展初期积累的制

度优势逐步丧失， 其单一的组织模

式和治理模式渐渐难以适应多样化

的市场竞争格局， 并在一定程度上

阻碍了基金行业内部的制度创新和

业务创新； 在基础市场上， 当各类

其他机构投资者纷纷崛起， 全流通

令产业资本在市场上的话语权大增

时， 基金在基础市场上的传统地位

则有所削弱。

由此可见， 中国基金业的发展进

入调整期， 是在外部发展环境出现深

刻变化， 行业自身发展达到相当阶段

时出现的， 是行业走向成熟过程中必

然会遇到的问题。 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只有依靠发展才能够解决， 而基金行

业的转型与突破正是推动行业发展迈

向新阶段的必然选择。

站在现实角度

实现转型与突破

中国基金业的转型与突破需要与

行业发展实际相结合， 与资本市场改

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相结合。 通过制

度创新， 推动基金行业发展由单一走

向多元； 通过市场化改革的深化， 推

动基金行业彻底摆脱对政府管制的路

径依赖， 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和市

场适应能力； 通过国际化程度的稳步

提高， 推动基金业进一步走向世界，

适度参与国际竞争； 通过基金行业对

自身市场定位的修正， 使基金从单纯

的价值追随者变为价值创造的参与者，

为资本市场的健康繁荣和居民财产化

收入的保值增值起到更大的作用。

由单一走向多元是对基金行业基

础建设的全面提升。 其中， 股东构成

的多元化将丰富和改善基金行业的股

权结构， 引入更多对资产管理有深刻

理解的机构乃至个人股东； 组织结构

及治理结构的多元化将为基金行业的

发展提供更多的制度选择， 有利于进

一步理顺基金公司股东、 经营者和持

有人之间的关系， 为实现持有人利益

最大化提供有力保障； 发展模式的多

元化将进一步提升基金行业的市场适

应能力， 拓宽基金行业的市场生存空

间； 销售渠道的多元化有利于完善基

金行业销售服务体系， 第三方销售、

顾问式销售、 电子商务等新销售模式

的发展， 将提升基金行业的客户服务

质量， 改善客户体验； 投资业务范围

及投资工具的多元化将为基金行业的

产品创新与业务创新提供更大的空

间， 有利于满足广大投资者多层次的

理财需求。

走向全面市场化运作是基金行

业不可逆的发展路径。 随着资本市

场市场化改革的深入， 以及基金行

业本身发展壮大， 政府行政管制色

彩淡化， 监管职能越发突出； 行业

自律组织的作用未来有望得到较大

提高， 部分业务准入门槛乃至行业

准入门槛将有所降低， 基金行业面

临的竞争环境将更加公平， 同时竞

争也将更加充分和激烈， 基金公司

的经营运作将完全以市场为导向。

由中国走向世界是基金行业进一

步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 未来基金产

品与业务的进一步国际化将为国内投

资者的资产配置提供更多选择， 同时

也有利于基金行业客户资源的全球

化， 从而拓宽基金公司的业务领域和

市场空间； 基金经营机构通过开设海

外子公司， 乃至未来以兼并收购方式

将触角逐渐伸向海外， 将为中国基金

行业融入全球资产管理市场， 进一步

做大做强打开新的广阔空间。

从价值追随者成为价值创造者是对

基金行业市场角色的重新定位。 随着中

国资本市场走向成熟， 市场效率不断提

高， 作为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机构投资

者， 未来基金不应仅仅满足于在资本市

场上与一般散户或机构那样博取利差，

而应当在价值发现乃至价值创造上发挥

更大作用， 逐步掌握市场定价的主导

权， 并参与上市公司治理， 在市场上掌

握更多的话语权， 从而有利于吸引更多

有保值增值需求的长期资金通过基金产

品进入资本市场。

总体而言， 基金行业进行全面转

型与突破是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

观要求， 也是结合行业实际所做出的

理性抉择。

2011

年是 “十二五” 规划

起始年， 未来五年中国将开启经济与

社会的双重转型， 以转变发展方式和

调整经济结构为主线， 推动中国经济

社会从外需向内需、 从高碳向低碳、

从强国向富民的三大转型。 中国基金

业应当牢牢把握这一历史机遇， 积极

稳妥推进相关改革， 使行业发展顺利

迈入新的阶段， 实现新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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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引

言

基金行业进行全

面转型与突破是行业

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

观要求

，

也是结合行

业实际所做出的理性

抉择

。

中国基金业应当

牢牢把握这一历史机

遇

，

积极稳妥推进相

关改革

，

使行业发展

顺利迈入新的阶段

，

实现新的跨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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