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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系公募5周年：大佬“创业”命运不同

农行北京分行勇挑国有大行担当，深入首

都防疫前线，竭力做好新经济企业的金融服务

工作，疫情期间为13家科创企业审批授信金

额68亿元，全力满足科创企业防疫融资需求。

多渠道，助力企业融资

一方面，通过线上供应链融资的方式，支

持企业复工复产。抗击疫情期间，共为含小米

集团在内的6户企业实现线上贷款投放2506

万元，其中5户为小微企业。下一步将依托线

上供应链融资平台，助力更多企业复工复产，

服务防疫工作，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通过购买企业债券的方式，为

涉疫企业提供资金保障。疫情期间，京东世纪

贸易有限公司积极调度各方资源，服务国家抗

疫物资调配，保障民生物资平稳供应。在了解

到该企业的融资需求后，农行北京分行快速反

应，积极寻求总行相关部门的支持，用不到1周

的时间完成购债的各项审批工作，最终成功购

买企业债券2.2亿元，助力企业平稳运营。

简流程，提升服务效率

农行北京分行快速建立抗疫企业金融服

务绿色通道，全行上下对抗疫企业实行优先

办结，对抗疫企业授信事项执行“前台1天，后

台2天”的审批时限要求，缩减贷款办理时间。

为提升疫情期间业务运作效率、简化审

批流程，给予中关村分行7亿元银承特别转授

权，助力小米通讯技术有限公司高效完成资

金结算业务。下一步，预计可使企业银行承兑

汇票办理时间从1周缩短至1天。

优产品，服务科创人才

为满足高新技术人才综合金融需求，农行

北京分行第一时间创新推广“攻冠抗疫人才贷”

产品，确保人才贷政策红利宣传到位。目前已联

系对接181户客户，已审批授信金额1亿元。

为全方位做好高新技术人才金融支持，

设计了专属人才金融服务方案，包括“新才e

贷”、“助业快e贷”、“网捷贷”、“随薪贷”、“房抵

e贷”、质押消费贷款等多种产品，并在利率定

价、费用减免、审批流程等方面给予优惠。

农行北京分行积极发挥金融“稳定器”作用
精准助力复工复产

面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两个“主战场”，农行北京分行严格落实北京
市疫情防控相关工作要求，在总行党委的领导下，奋勇担当、迎难而上、主动作
为，将党建引领的向心力，转化为服务经济的生产力、助企惠农的行动力、抗击
疫情的凝聚力，誓夺疫情防控和服务经济发展“双胜利”。

“数量”到“规模”
展现农行力度

农行北京分行全力贯彻落实中央

金融防疫工作要求，对涵盖央企、市区

属企业、科创类企业、三农企业、小微

企业等领域的防疫重点客户，全力满

足需求、全额保障规模，投放总额近

500亿元。同时，主动降息减费，累计减

免108家企业各项费用共2600万元，

帮助企业压降资金成本。

一方面，坚持抓防疫保民生。对重

要医用物资、重要生活物资生产销售

企业开辟绿色审批通道，紧盯时间变

量、抢抓落地效率，通过下放审批权

限、优化办理条件、简化审批流程等举

措提供快速信贷支持，为央级、市属、

民营等35家重点防疫企业提供资金支

持近70亿元，有力地支持了首都疫情

防控大局。另一方面，坚持“服务三农”

主责主业。加强与市农业农村局的沟

通协作，结合全国疫情防控重点企业

名单内的八类“三农”领域重点客户及

市农业农村局抗疫保供重点企业名

单，择优认定首批农产品稳产保供分

行级重点名单客户87户，一户一策，全

面对接，疫情期间已累计投放贷款近

20亿元。

“线下”到“线上”
彰显农行速度

农行北京分行贯彻数字化服务转

型理念，疫情期间大力推广线上信贷产

品组合，拓展服务空间，丰富服务内涵，

优化办理程序，对企业给予全方位、更

便捷的支持。积极推广“抵押e贷”“税银

e贷”“资产e贷”“链捷贷”等一批“小微e

贷”线上融资产品，积极引导客户线上

应用申贷、用款、还款等金融服务。截至

目前，累计为客户办理数据网贷业务32

户共计2亿元，保理e融业务1324户共

计31亿元，小微企业线上贷款1189户

共计24亿元。通过减少人员接触、降低

交叉感染风险、自动化审批的无接触方

式，大幅提升企业融资效率，助力企业

复工复产。

“餐桌”到“地头”
体现农行温度

农行北京分行主动对接农业生产

和重要生活物资骨干企业信贷需求，

全心助力保障首都人民疫情期间“菜

篮子”“米袋子”供应。

特事特办。通过成立专项服务团

队、制定专项合作方案、开通绿色审批

通道等方式，为首都食品供应的主力军

首农食品集团发放防疫需求贷款2.3亿

元，强化首农集团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

后勤保障作用；为北京市民营商超重点

企业物美集团发放贷款5亿元，全部用

于物美集团各超市门店采购防疫相关

医用和生活物资；为国家级疫情防控重

点企业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发放贷款9500万元，有效地缓解了企

业在疫情期间所面临的资金周转压力。

下放权限。下发疫情防控重点客

户名单，以特别转授权的形式将信贷

审批权下放基层行，有效满足农副产

品生产加工、批零销售、物流运输等重

点领域的信贷需求。

变通方案。通过贷款展期、调整贷

款利率和还款计划等方式，帮助企业

纾困解困，以强有力的“三农”服务，保

障疫情时期首都百姓各项重要生活物

资供给。

送上“及时雨”，跑出“加速度”

重大项目是产业发展的“压舱石”。稳住

“大项目”，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就有

了“底气”，打赢“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两

场战役就有了“保障”。农行北京分行切实发

挥金融“主力军”作用，全力以赴打通“大动

脉”，稳住“压舱石”。疫情发生后，农行北京分

行快速反应、紧急部署，开辟抗击疫情金融服

务绿色通道，建立“三个一”的快速响应机制，

主动对接重点工程项目主体，助力重点工程

建设。

“快”字当先
第一时间建立专业化团队

2月28日，北京市召开重点项目工作布置

会后，农行北京分行党委高度重视，迅速成立

重点项目工程推进专属服务团队。党委书记、

行长亲自挂帅，分管行长任副组长，分行公司

业务部、大客户部、机构业务部及信用管理部

等为成员单位，第一时间为重点项目提供服

务保障。

3月3日，全行即召开专题视频会，重点布

置此项工作，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高质高效

的金融服务全力做好项目支持，助力疫情防

控时期首都经济发展。

“惠”字当前
第一时间制定差异化政策

在北京市重点项目工程信贷支持上，实

施“总分联动、加快发展”策略，依托总行给予

的特殊差异化政策，从项目准入、审批权限、信

贷规模、利率优惠、绿色通道、经济资本占用等

方面发力，做优北京市重点项目金融服务。

为及时响应重点项目融资需求，开辟优

先审批、急事急办、减费让利的绿色通道，加

速内部审批发放流程，重点支持基础设施、民

生改善、高精尖产业等相关项目。对于已审批

项目，优先保障资金规模，适当调整融资成

本，减轻企业压力。

“干”字当头
第一时间全覆盖对接清单

对《北京市2020年重点工程计划》清单进

行全面分解，24家支行全覆盖对接清单中市

级重点实施工程、推进前期工作工程以及区级

重点工程共计448项工程，了解客户融资需

求，提供个性化金融服务方案，得到了客户高

度认可。并在重点项目工程推进过程中及时与

北京市金融局、发改委、财政局、工信局等委办

局以及各区政府沟通汇报，获得了大力支持。

截至目前，农行北京分行已向京投公司、

首旅集团、京津冀铁投公司、自来水集团等公

司承建的13项重点工程审批贷款近300亿

元，并已提供融资支持超150亿元，尤其疫情

期间提供融资超20亿元，有力地保障了重点

工程复工建设。同时，积极对接重点工程投资

主体，达成合作意向项目20个，项目投资总额

达1138亿元，融资需求预计超500亿元。

护航“新经济”，把握“新机遇”

稳住“压舱石”，打通“大动脉”

自首家个人系公募基金公司———泓德

基金于2015年3月成立以来，国内带有“个

人系”标签的基金公司至今已有5年的发展

历程。在银行、公募、私募等各行业大佬积

极涌入并设立的背景下，目前累计获批机

构数量达到18家，开业的也已有15家。但

就发展情况而言，各家公司却明显呈现出

“步履”不一的态势。为何会出现分化局面，

缺少机构股东支撑的个人系公募应如何搭

建自身的独特优势，也备受市场关注。

再迎新成员
5年获批机构增至18家

在首家机构成立5周年之际，个人系公

募也迎来了自己的新成员———兴华基金。

证监会最新披露数据显示，审核逾3年的兴

华基金的设立批复已于今年3月正式核准。

同时，核准张磊任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王

海滨任督察长。

据公开数据显示，兴华基金是一家全

自然人持股的基金公司，也是首家设立在

山东省的公募机构，注册资本为1亿元。从

股权结构来看，张磊、唐俊、韩光华分列兴

华基金前三大股东，分别持股60.61%、5%

和4.99%。此外，还有宿迁信仁、宿迁信礼、

宿迁信智等6个作为员工持股计划的合伙

企业在股东之列，分别持股4.9%。天眼查数

据显示，张磊参与了其中3家的持股，唐俊

和王海滨则分别参与了其中1家的持股。

一般而言，个人系公募，多由公募基金

“大佬”或前高管设立，兴华基金也不例外。

Wind数据显示，大股东张磊属于公募资深

人士，曾任清华兴业投资管理公司证券分

析师，2002年进入基金行业，先后在嘉实

基金、泰信基金和华夏基金任职，在

2010-2012年期间“奔私”之后，于2012年

10月任天弘基金总经理助理，次年5月升

任副总经理，最终，在2016年7月因个人原

因离职。三股东韩光华也有较长时间的公

募基金从业经历，曾任华夏基金机构产品

部副总裁、诺安基金产品研发中心副总监、

嘉合基金副总经理。

自泓德基金于2015年3月成立至今，

国内的个人系公募发展已完整地走过了5

年。而在政策支持的背景下，个人系公募也

从最初的“零星”，到如今的18家获批，15家

成立，在机构股东遍布的公募基金行业闯

出了一片天。“如今个人系公募的发展，得

益于此前监管放开自然人持股，甚至是控

股基金公司的政策，就近年来的获批情况

而言，也能看出个人系公募得到了更多的

认可。”沪上一家个人系公募内部人士陈松

（化名）感叹道。

命运迥异背后
投研、资源“实力为王”

从2017年至今的公募基金获批情况

来看，截至4月1日，共有26家基金公司获

批，其中，带有“个人系”标签的机构就达到

15家，占到总数的57.69%。

某不愿具名的公募基金从业人士认

为，监管层加快个人系公募的获批意在为

公募基金注入更多的活力。个人系公募一

般是专业人士持股，同时也会有很多专业

人员随之加盟，有望为行业注入更多的活

力和竞争力，更好地激活公募基金市场。

而从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15家已经

开业的个人系公募出现了“步调不一”的分

化格局。Wind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

个人系公募中规模最大的为鹏扬基金，非

货币基金规模达到403.27亿元，较2018年

末的221.03亿元，同比增长82.45%。而在鹏

扬基金背后，是固收投资行业的老兵杨爱

斌。据了解，他自1999年起开始涉及固收

投资，至今已超过20年，先后在银行、保险、

公募、私募四个资管行业就职，并设立了私

募基金公司———北京鹏扬投资，也就是如

今鹏扬基金的前身。而该公司曾在杨爱斌

的管理下，不足5年规模扩容至400亿元。

而成立最早的泓德基金，截至2019年

末，也累计发行25只基金，非货币基金规模

约为372.59亿元，排在第二位。泓德基金的

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王德晓则在创立泓德

基金前，在保险投资行业“战斗”了18年，曾

任阳光保险集团副总裁，以及旗下阳光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于2018年获批的睿远基金和中庚基

金则在陈光明、傅鹏博和丘栋荣的权益投

资“光环”下崛起。其中，睿远基金发行的2

只偏股混合型基金分别刷新了当时公募基

金的最低配售比例和最高首募规模。而在

“机构的最爱”丘栋荣的加持下，中庚基金

的公募基金规模也突飞猛进。截至2019年

末，两家基金公司的非货币基金规模分别

排在个人系公募的第4位和第6位。

然而，成立于2017年的恒越基金和合

煦智远基金则在发展近2年之后，截至

2019年末规模不足1亿元。从旗下基金的

2019年业绩来看，不论是普通股票型基

金，还是偏股混合型和灵活配置型基金的

全年净值增长率，均低于同期平均水平。

某中型基金公司品牌部人士指出，一

般而言，受股东方影响，基金公司的企业文

化和业务推进模式也大相径庭。他举例称，

券商系的基金公司也通常会侧重投研策略

的摸索，更加偏好权益类投资。而背靠银行

的银行系基金公司会从固收投资起步，逐

步推进至全市场的大类资产配置。个人系

公募虽然摆脱了机构股东的固有模式影

响，但个人股东的自有资源，以及在业内的

影响力，也就直接代表了基金公司的“IP”。

发展难点仍存
业绩向好规模做大是核心

“缺乏机构股东的支持，的确给个人系

公募带来了一定的发展阻碍，”陈松坦言，

“比如说公司在前期起步时，没有那么多的

资金去做宣传推广，我们能想到，也唯一能

做到的，就是做好业绩。”

另一位接近个人系公募基金的人士也

表示，虽然多数机构的创立者的确在其业

内有很好的口碑，也有过往的优秀业绩支

撑，但创业就是重头再来。“多数机构和渠

道合作对基金公司的规模要求是硬性门

槛，不会因为你过去做得比较好，就立即来

找你合作。”他举例称，部分知名的中小机

构的合作起点是20亿元或50亿元，而一些

银行机构的合作起点是100亿元。

不过，该人士表示，个人系公募也具备独

特的优势，比如公司管理相对扁平化、员工激

励更充分等。具体而言，公司高管基本都是大

股东，对投资、风控等各方面业务的专业程

度更高，也可以实时与员工沟通、纠偏等。

长量基金资深研究员王骅也向北京商

报记者表示，个人系公募基金公司在实施

股权激励和人员持股等方面优势很大，能

够充分调动专业人才的积极性，为投资者

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而对于个人系公募基金的未来发展

方向，南方一位市场分析人士指出，业绩就

是硬道理。公募基金是专业的财富管理机

构，职责在于“代客理财”。这一点不论是头

部机构，还是中小型基金公司，抑或是个人

系公募，都需要遵循。从个人系公募的角度

来看，建议以自身团队的投研优势为出发

点，做好相应的权益投资或固收投资，赢得

投资者口碑和市场认可，并扩大一定规模

后，再考虑拓展至其他资产的配置和投研，

例如“权益+”“固收+”等。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刘宇阳

个人系公募非货币基金规模前五名一览 数据来源：Wind（截至2019年末）

基金公司简称

鹏扬基金

泓德基金

汇安基金

睿远基金

蜂巢基金

非货币基金规模

403.27亿元

372.59亿元

169.46亿元

119.35亿元

74.26亿元

“创始大佬”

杨爱斌

王德晓

何斌

陈光明

唐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