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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激起千层浪 众说纷纭话范王

编者按

：

正如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

对于范勇宏

、

王亚伟的离任

，

有人认为

，

该事件是一个警示

，

折射出基金行业存在

严重的制度性缺陷

，

亟待革新

；

也有人认为这将促使监管层重视治理结构

，

进行创新

，

建立一个有利于基金业发展的长效机制

；

当然

，

或许也有人认为这只是个案

，

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

华夏

近一年前表达无奈， 不幸言中： 有些人或机构掌握着并不属于他们的资本， 行使

资本的权力， 但他们的利益与理论上的股东 （全国人民！？） 以及职业经理人都是不同

的， 并且他们始终占据上风！

华夏基金人事地震升级， 回想

1997

年底至

1998

年初我受命组建华夏基金管理公

司， 力拒

67%

绝对控股， 与北证、 中科信以

55%

、

35%

和

10%

的比例避免一家独大

（后事难料！）。 深知自己无法胜任， 力排数个人选， 力荐范总领衔。 范总伟业已成， 急

流勇退！ 致谢！ 致敬！

（北京天相投顾公司董事长林义相 原华夏证券副总

)

两个人在公募工作时间很长， 对基金行业贡献巨大， 他们的离开对基金业来说很

可惜。 特别是范勇宏， 多年来任劳任怨， 可以说是基金业的劳模。 会有些人认为公募

基金不是一个长期事业， 并且有时候股东利益跟持有人利益会出现不一致。

（尚雅投资董事长石波 原华夏基金投资副总监）

范勇宏的离开绝对是华夏基金的损失， 当年范勇宏任华夏证券北京东四营业部总

经理， 把一个亏损的营业部做成全国第一。 华夏基金后来的成功并不奇怪， 范勇宏想

做的事总是能做好， 他有这个能力。

（润天华创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赵笑云 原任职华夏证券北京东四营业部）

私募

一个人在工作岗位上做了这么长时间， 换一个新岗位很正常， 并非是行业性问题，

只是个人选择不同。 做投资是完全靠自己领会、 很主观的事情， 一种是自己的投资风

格， 再一种是适应市场的投资风格， 对的投资风格是这两种的结合。

（汇利资产总经理何震 原广发策略优选基金经理）

如果牌照不再稀缺， 对于新设立的公司来说， 无论是发起人股东还是假设可以持

股的管理层， 股权既意味着激励但也意味着风险， 不一定有股权激励就一定能做好，

这其实符合市场化趋势。 （新重阳总经理莫泰山 原交银施罗德总经理）

基金公司要做好， 管理层至关重要， 往往一个基金公司就是管理层做起来的， 股

东无非是出了点注册资金， 何况还是垄断牌照。 基金公司的管理层要搞好基金公司，

是市场化原则， 在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冲杀出来， 但基金公司的股东出钱则是非市场化

原则， 彼此的权利和义务是极不对等的。 基金公司的股东哪怕不给基金公司的管理层

一些股权， 但至少得像对待职业经理人那样对待他们， 可惜现实情况不是这样， 导致

基金公司管理层和基金经理没有归宿感， 国企本质上是不认同职业经理人的， 因此，

王亚伟和范勇宏辞职是现行体制下的必然。

公募基金要搞好， 首要是打破垄断！ 要让民营资本进入基金业， 就像上一批券商

一样， 要让一批经营能力不行、 不守规矩的券商倒掉！ 真正发挥市场淘汰机制。 现在

也必须让一批基金公司被淘汰掉， 才能迎来行业新的生机。

（深圳某私募基金董事长兼总经理）

网友

@

旭东投资： 可能也只有像王亚伟这样的基金经理才能在市场上成为王者， 给人

以太多的的启发， 他没有故意去刻板照搬巴菲特， 也没有无时无刻地跟随市场热点，

他只是按照自己的逻辑思维去做投资， 参透市场为我所用。 亚伟哥离开了华夏基金，

以后的华夏还会是往昔的华夏吗？！

@

三块石头

song

： 公募界再无大佬。 把彼得林奇当作偶像的他虽然剑走偏锋，

却没有林奇唾弃的公募基金的坏毛病———跟随指数。 如果看空银行股就是他离开的原

因， 那公募的确不适合他的风格。

@

无产青年： 外行指挥内行， 股东指挥高管， 人才流动是早晚的事。

@

次郎主人： 人事变动， 存在着不少机会， 不一定都是坏事。

@

军长

A

： 老王隐退代表一个时代 （崇尚重组题材） 的结束， 一个时代 （崇尚业

绩的时代） 的开始。

@

东尼拿铁咖啡： 华夏基金明星王亚伟终于辞职了。 王亚伟的离职对旗下个股的

冲击不会立刻显现， 应该有一个较长的过程， 但人走股凉是大概率事件！

@

展颜牛仔： 亚伟哥终于还是辞职了， 高处总是寒冷的， 理解的同时， 深表遗

憾。 五年之内大概不会有下一个了。

公募

生活需要传奇， 投资也需要传奇， 基金能否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 同样需要

有影响力的传奇。 无论传奇如何谢幕， 过去的十年， 让股市从未像现在这样， 让人爱、

让人恨、 让人无法割舍。 就像无论王亚伟是离开， 或是重新开始， 过去的十年都留给

我们每个人黄金般的梦想和回忆。 （广发基金副总经理、 投资总监朱平）

过去以 “老十家” 为代表的时代， 属于中国公募基金行业的建设期， 中国资产管理的

发展是顶层设计先行， 之前的体制决定了资产管理行业的前期发展模式不像国外经过长期

发展， 从这个角度来说， 基金行业在以过去 “老十家” 为代表的十几年， 非常成功。

中国基金业就像火箭升空， 第一节火箭已完成任务脱离， 目前获得第二节的推动

力， 第二节是市场的推动。 中国的财富管理不断被唤醒， 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在加速，

中国基金业以后的发展应逐渐面向市场需求， 拓展管理领域， 加强基金产品创新， 完

善基金公司的组织形态， 整个基金业要在多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

（浙商基金总经理周一烽）

中国基金行业的公司治理需要改进。 人才是最重要的， 应该让治理机制更加完善

一些， 特别是由原来的股本为中心， 过度到以人才为中心， 让管理人参与公司治理。

目前国内基金公司受股东和客户双重委托， 基金公司应该以持有人利益高于一切， 必

须从公司架构设计中突出这一点。 不仅是股权激励、 员工持股的问题， 基金行业发展

要建立短中长结合的制度安排， 可借鉴国外的公司制与合伙制， 这可能需要法律法规

的调整， 以及多方面共同推进。 （东吴基金总经理徐建平）

中国基金业如此高的人才流动率， 主要原因还在于股权方面的机制。 若有相应的股

权激励制度， 相信整个基金行业的人才流动率会小很多， 一些优秀人才会长期留下来。

在公募基金， 明星基金经理有一定正面作用， 但也是把双刃剑， 对一家基金公司

来说， 最终还是团队在起作用， 就像踢足球一样， 进球的人是功臣， 但少不了背后其

他队员的支持。 （纽银梅隆西部基金总经理胡斌）

王亚伟的离职， 是公募基金人才流失的缩影。 公募基金高管和基金经理变更的频

率越来越高， 不能不说是整个行业的问题。 公募基金行业需要变革， 也需要坚持。 行

之有效的股权激励措施， 能把基金经理、 基金公司和基金持有人的利益有效捆绑在一

起， 这是国外成熟资产管理公司进行人才管理的有效经验， 值得参考。

人才是公募基金的核心竞争力， 基金经理和高管离职， 对所管理的基金可能会有

影响， 但要相信整个投资团队和公司投资理念的力量。 人才管理， 不是单纯造就英雄，

而是造就出能不断培养英雄的大环境。

（华富基金总经理姚怀然）

基金业已经过了跑马圈地的年代， 进入较为稳定的发展期。 如何提供更有吸引力的

产品， 如何提升业绩和服务， 应成为各家公司关注的问题。 从行业看， 基金公司的竞争

同质化现象明显， 不论是产品、 公司策略， 还是销售策略， 都没有脱离大而全的模式。

（富国基金总经理窦玉明）

目前基金行业到了一个对风险比较注重的时期， 固定收益产品会越来越有市场。 由股

票基金为主向股票型基金产品和固定收益类产品并重转型， 由相对收益为主向相对收益和

绝对收益并重转型， 基金管理公司在向真正的资产管理公司转型。

（财通基金总经理陈东升）

肖风、 范勇宏等大佬们纷纷离职， 对于基金业来说可能未必不是一个促进。 优秀

职业经理人纷纷离职， 将促使监管层重视这个问题， 进行创新， 建立一个有利于基金

业发展的长效机制。 范勇宏和王亚伟辞职， 对华夏基金影响很大， 华夏基金未来的发

展可能会下一个台阶。 更重要的是， 他们的离职， 对于行业来说也是一个警示， 现在

应该建立起有效的约束和激励机制。

在目前的制度背景下， 无论职业经理人多么优秀， 都是股东说了算， 基金公司的职

业经理人没有话语权。 因此， 基金公司的股东和管理层之间应该建立起一种激励和约束

机制， 如果职业经理人做得非常好， 可以给职业经理人一定的股权。 反之， 如果职业经

理做得非常好， 但股东要赶职业经理人走， 就得给职业经理人比如

1

亿元的赔偿， 就和

西方的 “毒丸计划” 一样， 这样就促使基金公司选择职业经理人时会更加慎重。

（深圳某基金公司总经理）

王亚伟是最熟悉规则的人。 过去公募基金流行买入并持股不动， 王亚伟的投资方法显

得与众不同， 并取得巨大成功， 但也备受争议。 不过随着行业发展和认识进步， 王亚伟投

资方法成为公募基金投资方法的一种， 就像过去弗里德曼认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马克

维茨的论文不是经济学论文一样， 但在现在看来， 马克维茨的论文肯定是经济学论文。

王亚伟的投资方法获得了持续的成功， 用达尔文的话说， 适者生存， 生存下来的

生物不一定是最强大的， 但一定是最了解游戏规则的。

（某 “老十家” 基金公司副总经理）

近年基金业 “老十家” 中优秀的总经理相继离职， 说明现在基金业的制度出了问

题， 基金业的发展遇到瓶颈。 资产管理行业治理结构在国外流行合伙制、 公司型基金。

从历史角度看， 这也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 过去十多年， 基金公司高管没有股

权， 照样有公司做得非常好， 国外也一样。 现在私募基金有股权， 但是也有问题， 股

权不能包治百病。

随着基金业制度改革的整体推进， 未来放开竞争， 允许各类机构包括个人设立基

金公司， 到时做得好的职业经理人应该得到股权， 不过那时， 做得不好的公司， 给职

业经理人股权可能也不一定要。 因此， 只有在破除垄断、 放开竞争后， 股权价值才真

正有价值。

（某 “老十家” 基金公司副总经理）

范勇宏和王亚伟离职的确是基金业的一大损失。 基金行业是一个以人为本的产业，

人力资本是核心竞争力之所在， 这也是一个需要积淀的行业。 他们的离开再次暴露出基

金业存在系统性缺陷， 因为这个行业留不住它最重要的资源———优秀的人才！

这一缺陷是多方面的， 由于基金公司较为特殊， 通过较低的股本可以控制巨大的资

产、 资源， 公司控制权如果由资本说话， 很容易出现外行管内行的情况， 股东方与专业

的管理层很容易产生矛盾； 如果采用内部人控制模式， 虽然有利于公司稳定和行业发

展， 但高价买来股权的股东方很难接受， 也有违资本说话的普遍规则。 股权激励、 行业

监管等诸多方面依然存在较大的完善空间。 范总和王总的离开， 也许恰好表明基金业来

一次大创新相当必要。

（深圳某基金公司投资总监）

其他

王亚伟和范勇宏辞职， 意味着行业龙头都留不住人才， 说明制度出现重大缺失。

华夏基金公司成立十余年来， 其业绩、 资产规模、 给股东创利一直处在行业前列，

就是因令人遗憾的公司股权瑕疵， 而导致最近两年不能发行新基金的情况下， 其资产

规模依然领先， 声誉魁冠。 这无疑蕴含了范勇宏总经理、 王亚伟品牌经理等以及全体

员工多年的辛勤付出。 亚伟离职可以理解； 体制不改， 留人也难。

（证券法研究专家、 华夏基金独立董事王连洲）

基金业当前最需要的就是重新突破。 目前阶段， 基金业需要重新定位， 重新选择

新的战略模式。 在资本市场这一生态链上， 基金业如何才能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核心

竞争力， 这也是监管部门急需考虑的一大问题。 目前， 市场上在传范勇宏和王亚伟的

离任， 跟华夏管理层和大股东之间的矛盾有关， 也有人说王亚伟的离职主要是由于缺

乏个人激励， 我觉得上述猜测层次太低， 太小看这个群体人的智慧， 也小看了中信证

券和华夏的智慧。 范勇宏和王亚伟， 作为为基金业做出过如此重大贡献的、 具有标杆

性意义的两大人物， 为何选择在这个时候提出离职？ 个人觉得， 这个问题需要用一个

新的视角去看， 他们两人上升到现在的层次， 考虑的问题肯定比较深远。 应该说， 他

们苦于看到基金业的风险， 却找不到突破方法， 非常痛苦， 只能选择离开， 他们试图

以这种具有标志性、 符号性的方式引起整个基金业的正视和深刻反思。 就像当年的证

券业， 不正是因为南方证券的倒闭及国泰和君安的合并才让市场惊了一个大醒！

（某大型券商董事总经理）

很多人都认为王亚伟就是华夏基金的代名词， 可是天下无不散之筵席。 华夏基金

面临的考验在于， 王亚伟离开后， 他所执掌的华夏大盘和华夏策略的业绩是否能维持

现有较好水平或者能否仍处于领先地位。 国内投资者对业绩表现非常看重， 如果华夏

基金能继续保持现有领先的状态， 那么投资者将会继续支持华夏这个团队， 但这需要

一定的时间去验证。

这件事可能对国内整个基金行业的发展产生好的导向， 基金公司应该重视整体调

研团队的发展， 而非单个基金经理。 （亚洲理柏研究总监冯志源）

很多人把王亚伟当成一个旗帜性人物， 个人觉得这个定位有点高。 说白了， 他因

为管理的基金赚到钱， 所以才有了现在的名声和地位。 目前王亚伟处在一个最高点的

位置上， 而且可能还被要求一直保持这样常胜的状态， 压力很大。 其实王亚伟的基金

从去年开始业绩就不太理想， 他的投资理念跟目前市场主流的价值投资理念是相违背

的， 他习惯于投资重组股和小盘股， 但现在的大气候是注重蓝筹股的投资价值。 所以

他选择这个时候离开， 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财经评论人士皮海洲）

第三方

虽然目前公募行业相较于其它金融服务业挑战较多， 但并不代表公募基金环境整

体有多么恶劣。 中国资本市场时间很短， 如果仅把目光锁定在到底基金公司给不给股

权， 有些短视， 一些制度中国过去没有不代表未来没有， 总要有个过程。

“老十家” 初期筚路蓝缕， 下一代接任者面临的挑战更大， 现在基金行业面临的

发展阶段是毁誉参半， 更需要新一代人倾注心力。

（诺亚正行总经理章嘉玉 原湘财荷银基金董事长）

王亚伟可以说是一个神话， 但之后这种个人英雄不会再有， 投研上也会转向团队

作战。 从基金行业来看， 一批新掌门人站在巨人肩膀上， 面临着行业瓶颈。 基金行业

前期发展很快的重要原因是有一定的制度红利。 但现在基金已不能成为市场的主导力

量， 包括信托、 私募、 银行在内的理财产品很多， 会分流掉一些资金。

（好买基金研究中心总监乐嘉庆 原华安基金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

还是用积极的心态看待这件事情， 我们更要相信他们给华夏所留下的体制和机制。

从行业来看， 基金业发展了十余年， 老总换了无数， 行业依然在蓬勃发展。 前任老总

的确很优秀， 但他们过去的优秀不一定就代表各自之前所在公司的发展巅峰。

（华泰联合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总经理王群航）

美国基金业的壮大伴随着基金公司的不断并购， 市场化并购导致基金公司优胜劣

汰， 同时股东、 经营层和持有人之间的冲突始终存在， 如何在三者之间找到平衡很重

要。 希望国内基金公司内部投资管理也有一套完整的流程， 基金管理运作过程中制度

发挥的作用超过个人发挥的作用， 这样在基金公司发生人员流动的时候才不至于过度

影响持有人的利益。 （上海证券基金评价研究中心副总经理李艳）

范王同时离职， 对行业影响很大， 也暴露出基金行业内存在严重的问题， 也直接

体现在行业激励机制与治理结构中存在的问题， 这是公募基金长期发展重要因素， 值

得关注与反思。 （德圣基金研究中心总经理江赛春）

无题

游学九十天， 公司剧变。 船行遇冰山， 物是人已非！ 缘

尽乘风去？ 天涯有归期。 欲哭无清泪， 长夜不能寐！ 十年华

夏人， 一世鬼神泣。 日月鉴天地， 天理谁敢欺？ 我欲问良

知， 公道谁裁理？ 千万人垂注， 人寡不稀奇！？ 何须修来世？

因果律未迟。

（华夏基金公司副总裁张后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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