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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基金机构周刊

公募管理费大增B面 17家机构不涨反跌

北京商报2021.4.9

中信银行2020年报出炉：
金融科技赋能业务成效显著

3月25日晚间，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银行”，证券代码601998.SH/0998.HK）披露

2020年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该行强化科技赋能，

在创新驱动和数字金融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近年来，中信银行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

持改革创新，加大科技投入，朝着建设一流科技型银

行的道路不断前行。2020年，中信银行科技投入近70

亿元，较上年增长24%，科技人员数量两年翻两番，科

技人员占比达7.6%。

报告期内，中信银行创设业内首个专职赋能分支

机构的分行研发板块，建成涵盖产品研发、营销支持、

技术输出、一站式服务、共享中心等多领域的科技一

体化赋能体系，通过科技团队直接对口业务部门和分

支机构，为业务一线持续不断输送活水。分行研发板

块成立一年来，一线需求实现100%响应，端到端平均

交付时长15个工作日，比上年再提速50%。

在科技力量支持推动下，中信银行落地63个一类

创新项目，推出一批立得住、叫得响、效益好的项目。

投产国内大中型银行首个自主分布式核心系统———

“凌云工程”，为实现金融业关键基础设施自主可控贡

献“中信方案”，推动全行金融科技综合赋能能力全

面升级。加速推进AI、区块链等新技术研发应用，“中

信大脑”落地300余项“AI+数据”精准模型，实时智能

服务客户超千万户；区块链技术研发和应用保持同业

领先，福费廷交易平台得到监管部门认可并升级为国

家级行业平台。

数字化金融布局全面提速，为经营管理全面赋

能。中信银行加大数字化营销，利用链式获客和产品

获客模型拓展新客户1.28万户，带动存款增长539亿

元；开发零售经营系统，带动资产规模提升近2000亿

元，理财AI智能推荐实现线上销售规模超过2300亿

元。加大数字化服务，利用流程线上化、审批移动化、

客户识别智能化等方式，将对公客户开户时间缩短了

约30%。加快生态场景布局，与银联、滴滴、京东等数

百家合作伙伴共建场景5500余个，服务用户520万

人，累计资金交易3.9亿笔。

延庆税务局开展税收宣传月主题宣传活动
近日，北京延庆万达商业广场迎来一批特殊的

“人群”，他们是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延庆区税务局的

税收宣传服务队。据了解，今年4月是第30个全国税收

宣传月，延庆区税务局主动靠前服务，利用商场人流

量大、辐射面广的特点，组织开展“税收惠民办实事

深化改革开新局”主题税收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税务工作人员通过设立咨询台、放置

宣传展板、发放宣传折页、播放辅导视频等形式，围绕

税费优惠政策、办税缴费便利化举措、智慧税务建设

新成果等内容，向现场商户和群众讲解税费政策、解

答涉税问题，并对纳税人比较关注的个人所得税综合

所得年度汇算问题、社会保险费改革等问题进行了现

场辅导，确保纳税人懂政策、会操作。

相关负责人表示，“国家近期出台了新的减税降

费政策，我们在认真学习领会的基础上，及时把这些

利好政策传达给纳税人，让纳税人切实享受到减税降

费政策的红利”。

下一步，延庆区税务局将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和便

民办税春风行动，通过走访调研、网络直播等方式提

升纳税服务质效，优化税收营商环境，为2022年冬奥

会筹办和延庆高质量绿色发展贡献税务力量。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延庆区税务局）

管理费收入谁在“退步”

2020年公募基金年报悉数披露，从整体情况看，

Wind数据显示，可统计的155家基金管理人合计实现

管理费收入937.96亿元，较2019年同期的633.71亿元

新增304.25亿元，同比增幅达到48.01%。就各家基金管

理人的情况而言，易方达基金以56.47亿元的“最高年

薪”牢牢占据首位，汇添富基金和天弘基金也分别达到

44.76亿元和43.69亿元，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

除“三甲”外，广发、华夏、兴证全球等21家基金管

理人2020年的管理费收入也同样超过10亿元。换句话

说，2020年管理费收入突破10亿元的基金管理人共24

家，较2019年的22家新增了2家。当然，在“10亿级别选

手”频现的同时，也有太平洋证券、安信证券资管、达诚

基金等少数公募业务“后来者”的管理费收入尚不足

200万元。

若单独对比某一家基金管理人在近两年的管理费

收入情况，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受益于2020年公募基

金整体管理规模大增等影响，多数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收入实现正增长。例如，涵盖广发基金、交银施罗德基金

等在内的部分大型公募的2020年管理费收入大增，少

数公司同比翻倍。部分备受市场关注的个人系公募、私

募系公募，如睿远基金、朱雀基金等，也均在成立后的第

二个完整年度实现了管理费收入的数倍增长。

然而，与此同时，以国开泰富基金、国都证券、新沃

基金和人保资产为首的共17家基金管理人则不涨反

跌，出现了管理费收入同比下滑的情况，被提及的4家

基金管理人更是近乎“腰斩”。

从具体数据来看，Wind统计显示，2020年国开泰

富基金的管理费收入约为95.21万元，较2019年的

248.53万元，同比骤降了61.69%。同期，国都证券和新

沃基金的管理费收入也下滑了57.34%和52.96%，分别

从391.34万元和1127.12万元，降至166.94万元和

530.15万元。同时，中小型基金管理人中，国融基金、先

锋基金、金鹰基金等2020年的管理费收入下滑幅度也

超过10%。

管理费收入基数较大的大型公募强势上涨，而部

分有望实现大比例增幅的中小型基金管理人却逆市下

滑。不难看出，公募行业快速发展，竞争步入白热化阶

段的当下，机构之间的分化也进一步凸显，“强者恒强”

的局面正在巩固。

管理规模、产品结构成主因

那么，管理费收入下降背后，究竟是哪些因素在

“作祟”？对此，北京商报记者向上述多家基金公司发文

采访，但截至发稿，暂未收到相关回复。

在业内人士看来，多数机构的管理费收入下降源

于规模的明显缩水。同时，旗下产品结构的变化，以及

近年来产品同质化、管理费率下降等现状也在加速部

分基金公司管理费收入的缩减。

中金华创基金董事长龚涛指出，一家公募基金管

理费收入多少主要取决于三大因素。首先是产品线结

构，一般股票型、混合型基金产品为主的公募管理费收

费标准高，管理费收入也较高。其次，与基金管理人在

年内管理规模相关联，规模越大收入越多。此外，基金

管理人的品牌价值，即大型或头部的公募基金管理人

的收费标准，通常要比中小型的基金管理人高。

据某中小型公募从业人士介绍，通常主动权益类

产品会设置1.5%管理费率，是货币基金（0.2%-0.3%）

和债券型基金（0.15%-0.3%）管理费的5-10倍，因此，

主动权益类基金规模增长越快的机构，管理费收入增

长也越多。

沪上一位市场分析人士也表示，公募基金管理人

的管理规模是其管理费收入的核心影响因素，如果管

理规模同比下降明显，则该年度管理费收入也将受到

影响，且这一情况在中小型基金管理人上尤为突出。

“中小型基金管理人本身在管的产品数量就相对有限，

某一只或几只基金的规模变动就会给公司整体的管理

费收入带来大的波动。”

的确如此，以上述国开泰富基金为例，Wind数据

显示，截至2019年末，国开泰富基金旗下共有4只基金

发布年报，管理基金规模合计3.12亿元，而到了2020年

末，则仅有2只基金发布年报，管理基金规模合计1.05

亿元。也就是说，截至2020年末，国开泰富基金的管理

规模同比下降66.35%。此外，北京商报记者查询公司官

网公告发现，国开泰富基金旗下“消失”的2只产品均在

2020年因规模不足的问题遭清盘。

当然，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国都证券和新沃基金

身上，Wind数据显示，2家公司旗下产品的2020年年

报披露公募基金管理规模同比分别缩水了84.07%和

85.25%。

收入、规模走势相悖藏玄机

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管理费收入下滑的背后，

都关联着明显“缩水”的规模。北京商报记者调查数据

发现，包括金鹰基金、嘉合基金、兴银基金在内的8家基

金管理人，在年末管理规模同比提升的情况下，管理费

收入却同比下滑。

Wind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末，金鹰基金年报披

露的旗下基金管理规模约为434.23亿元，较2019年末

同比增长16.29%。然而，同期的管理费收入则由2.67亿

元减少至2.18亿元，同比缩水18.09%。另外，嘉合基金

更是在管理规模大增超八成的基础上，管理费收入却

下滑了24.77%。

对此，前述从业人士坦言，不同公司内部产品规

模不尽相同，比如以债券为主的公司，如果遇到机构客

户赎回，而权益类产品规模又无明显增长 ，就会出现

管理收入下滑。“也有基金管理人的债券型基金规模无

变化，甚至有所提升，但当前债券类公募管理费普遍设

置越来越低，摊余成本法的一般只设0.15%的管理费

率，因此看上去规模还不错，但管理费收入一般，只争

了个规模排名。”

南方某公募内部人士也指出，出现上述情况背后，

可能是基金管理人的不同产品类型占比出现了变化。

据该内部人士介绍，从公募不同类型基金的管理费率

来看，通常情况下，主动权益类基金带来的管理费收入

是远高于固收类产品以及被动指数型基金的，如果某

家公司在短期内出现了不同类型产品的大调整，即偏

被动和固收类的基金规模迅速增长，而主动权益类产

品规模骤降，那么，即使整体规模有所增长，管理费收

入仍有可能下滑。

同时，该内部人士还补充表示，管理费收入也与

基金产品全年规模的波动有关。“比如有的基金公司

在某一年度前三个季度的管理规模均较高，但到了

年末规模明显缩水，则整体的管理费收入仍旧可观，

反之亦然。”

据此，北京商报记者查询金鹰基金的管理规模变

更发现，确实存在类似的情况。具体来看，Wind数据显

示，2019年一至四季度末，金鹰基金的管理规模分别

约为621.56亿元、550.88亿元、531.48亿元和373.4亿

元，而到了2020年同期，四个季度末的规模则约为

416.26亿元、405.46亿元、425.61亿元和434.23亿元。若

单就四个季度末的平均管理规模进行计算，2019年的

数值约为519.33亿元，而2020年的数值则约为420.39

亿元，前后相差近百亿元。

长期发展自身实力是关键

此外，在业内人士看来，管理费下滑背后固然可能

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但追根究底，仍与基金管理人自身

的发展情况息息相关，放眼未来，基金管理人需要通过

多方努力才能更好地实现收入的提升。

前述分析人士直言，中小型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规

模以及管理费收入下滑，反映的是公募行业马太效应

的逐步增强，在这一背景下，缺乏业绩、渠道等方面支

撑的机构将很难立足。

龚涛则认为，2019年和2020年公募基金规模激

增，管理规模及管理费收入都大幅扩张，但由于参与者

越来越多，同业竞争压力在2020年普遍加大，加之

2020年信用债打破刚兑，对于债券型基金产品线为主

的基金公司打击甚大，有些公司更主动调降了管理费

收费标准。

在龚涛看来，未来公募基金采取基金经理跟投，浮

动收益计提管理费的模式或会成为市场化的必然结

果，公募基金管理人只有加强自身基金经理的队伍建

设，设计出更好、更丰富的产品线，以市场化的政策激

励基金经理的业绩，才能将公募发展的良好态势保持

下去。

“任何小公司的初始发展都取决于自身的资源禀

赋，比如有些债券类较强的公司是本身股东背景具有

一定的行业影响力，能在一开始拿到大的委外项目，而

有些股东背景券商出身的机构，则在一开始的权益产

品上能够获得股东支持等，但最后依然能获得市场和

客户信任的，必会是旗下产品业绩能持续排名靠前，为

客户带来收益的机构”，前述公募从业人士如是说道。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刘宇阳

除管理规模外，近年来，管理费收入也无疑成为年报季各家基金公司“秀肌肉”的一大指标。随着近期公

募基金年报的披露，2020年公募基金管理费收入得以公布。Wind数据显示，截至4月8日，已经披露旗下基金

年报数据的155家公募基金管理人在2020年累计实现管理费收入937.96亿元，同比增超四成。从单家机构的

情况看，管理费收入同比增长同样成为普遍现象。然而，在此背景下，仍然有17家管理人的管理费收入逆市下

滑，且以中小型机构为主，更有4家机构“荷包一紧”，同比缩水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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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公募基金管理人

管理费收入降幅排行榜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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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管理费收入（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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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人简称

国开泰富基金

国都证券

新沃基金

人保资产

国融基金

中泰证券资管

东吴基金

嘉合基金

金鹰基金

建信基金

金信基金

先锋基金

兴银基金

鑫元基金

东海基金

南华基金

富安达基金

2019年管理费收入（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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