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基金机构周刊

规模向好难挡人才流失 国投瑞银的辛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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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收益等违规不断 全民理财时代私募基金如何得人心

践行社会责任 关注科普公益
中信银行北京分行举办科普大讲堂———科普进校园活动

正值学生暑期来临之际，为响应“科

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

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

要的位置”的精神，中信银行北京分行于7

月9日举办了“科普大讲堂———科普进校

园”活动，旨在将最前沿、最权威的科学体

系和知识，通过“大讲堂”的平台更快、更

广地传播，让崇尚科学、热爱科学的种子

在更多青少年的心中扎根成长，让科学家

成为他们真正的偶像。

“科普大讲堂”首站活动走进了八十

中管庄分校汇星校区，邀请了中国科学院

国家天文台副研究员、央视《国家宝藏》国

宝守护人黎耕，采用现场讲座+在线直播

相结合的方式，为近千名学生讲述了一场

精彩的人类火星探索史，让学生们能够近

距离与顶尖科学家进行互动交流，激发了

青少年对科学的求知欲和探索欲，为进一

步培养具有高水准科学素养的未来之星

提供助力。

活动中，黎耕从《流浪地球》《火星救

援》等学生们耳熟能详的电影切入，讲解

了精彩绝伦的火星世界，并通过早期的

“火星探路者号”“勇气号”“机遇号”，再到

“好奇号”“毅力号”，以及中国的“祝融

号”，讲解了人类探索火星的历史，以及人

类如何通过一代代火星车逐渐揭开火星

所蕴藏的秘密。现场参加活动的学生积极

参互动，结合自己所了解的知识与专家进

行了探讨，直播间的学生也纷纷线上留

言，气氛活跃。

“教育决定着人类的今天，也决定着

人类的未来”，中信银行北京分行将以“科

普大讲堂———科普进校园”成功举办为契

机，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优化整合优质资

源，不断创新升级产品和服务体系，践行

“信守温度”的品牌理念，为青少年提供参

与科研实践和公益活动的平台，助力科普

公益行深致远，进一步培养具有中华传统

文化背景、拥有高水准科学素养的未来之

星，让科学之光照亮祖国的未来。

非货币规模创近六年新高

在公募行业蓬勃发展的当下，公募基

金管理规模不断壮大，并持续刷新历史新

高。据中基协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5月，

公募基金的管理规模为22.91万亿元，为史

上最高。在行业规模不断增长的同时，部分

基金公司的管理规模也与日俱增。

据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截至二季度

末，国投瑞银基金的非货币管理规模为

776.7亿元，同比增长56.39%，在当前全市

场数据可取得的156家基金管理人中排名

第43位。这也创下了国投瑞银基金自2015

年三季度末以来的非货币管理规模新高。

回顾今年一季度末，国投瑞银基金的

非货币管理规模仅为675.27亿元，在彼时

数据可取得的144家基金管理人中排名第

46名。不难看出，仅一个季度的时间，国投

瑞银基金的非货币管理规模及排名均上

升。具体来看，二季度末，国投瑞银基金

旗下的权益类基金规模为338.95亿元，在

其非货币管理规模中占比达43.64%；而

债券型基金的规模则为423.43亿元，占比

超五成。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

在国投瑞银基金非货币管理规模上涨的同

时，也有部分主动权益类产品在二季度期间

遭遇赎回，且缩水明显。同花顺iFinD数据显

示，截至二季度末，在国投瑞银基金旗下数

据可比较的87只（份额分开计算，下同）基金

中，有20只主动权益类基金的规模较一季度

末减少，占比超两成。如国投瑞银创新动力

混合的规模从21.45亿元减少至20.87亿元；

国投瑞银瑞祥灵活配置混合A的规模则由

一季度末的5.76亿元减少至2.62亿元。从业

绩表现来看，截至上半年末，上述两只产品

的年内收益率分别为4.64%、2.87%，分别跑

输同类平均4.28个百分点、4.44个百分点。

财经评论员郭施亮对此评价道，在二季

度市场环境震荡的背景下，各基金公司旗下

的产品表现也参差不齐。而部分产品出现赎

回大于申购的情况，可能也与二季度市场行

情波动或震荡的风险因素有关。尤其是在当

前基金产品同质化较严重的条件下，部分投

资者可能也会从业绩表现相对弱势的基金

产品转而投资相对强势的产品。

产品业绩表现平平

事实上，基金产品业绩表现不佳这一

现象对国投瑞银基金而言，并非个例。北京

商报记者注意到，在国投瑞银基金现存的

基金产品中，收益率跑输同类平均的情况

较明显。

具体来看，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截

至7月21日，在国投瑞银基金旗下数据可取

得的46只主动权益基金中，有27只产品的

年内收益率跑输同类平均，占比近六成。例

如，国投瑞银新能源混合A的年内收益率

为43.58%，位居该公司所有产品的业绩榜

首，且跑赢同类平均32.42个百分点；而表

现最差的主动权益类产品为国投瑞银国家

安全灵活配置混合，截至7月21日，其年内

收益率为-7.32%，跑输同类平均16.71个

百分点，在同类1987只灵活配置型产品中

排名第1959。

若拉长时间至近一年来看，截至7月21

日，在国投瑞银基金旗下数据可取得的37

只主动权益基金中，有23只产品近一年的

收益率跑输同类平均，占比超六成。

除主动权益类产品外，国投瑞银基金

旗下的债基表现也平平。数据显示，截至7

月21日，在国投瑞银基金旗下数据可取得

的23只债基中，有17只产品的年内收益率

跑输同类平均，占比超七成。而近一年、近

三年，也分别有超六成、超五成的债基收益

率跑输同类平均。

对于旗下产品收益率跑输同类平均较

明显的原因，北京商报记者发文采访国投

瑞银基金，但公司方面对此未予回应。

某业内资深研究人士表示，国投瑞银

基金旗下产品业绩不佳，可能与其公司人

才流动较频繁有关。“基金经理走了以后，

这个产品就没人管了。没人管的意思是，这

些基金会挂在其他基金经理名下，但这些

基金经理可能没有精力去管理这些产品，

所以其业绩表现没有太大的变化。而今年

春季以来，A股市场风格变化较大，因此可

能导致这类产品业绩表现落后同类平均。”

该业内人士直言道。

人才流失较明显

正如上述业内人士所言，北京商报记者

注意到，截至7月22日，国投瑞银基金近一年

来已有多位基金经理及高管人选发生变

动。据记者不完全统计，近一年，国投瑞银基

金旗下有蔡玮菁、伍智勇、张佳荣、徐栋、杨

冬冬、王宠、董晗共计7位基金经理因个人原

因离任或辞职。同期，也有杨枫、肖汉山等新

任基金经理加入国投瑞银基金麾下。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述提及的离任基金

经理中，多位基金“掌舵人”曾在国投瑞银基

金任职期间创下其任职期间最佳基金回报。

据天天基金网数据显示，董晗在管理国投瑞

银美丽中国灵活配置混合时，最佳回报高达

245.75%；徐栋、杨冬冬在任期间的最佳基金

回报率也分别达144.36%、120.73%。

国投瑞银基金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人才培养方面，近一年公司新任

6位公募基金经理，其中包括外部招聘的有

多年投资经验的基金经理和投资经理。同

时，公司也通过良好的内部培养机制、体系

以及人才梯队建设，培养研究员、基金经理

助理在公司内部的成长。

除基金经理变动外，北京商报记者还

注意到，近一年，国投瑞银基金的副总经理

人选变更也颇为频繁。据悉，国投瑞银基金

原副总经理刘凯因个人原因在今年6月离

任；该公司原副总经理张南森、袁野也因个

人原因分别在2020年6月、9月离任。而在

副总经理不断流失的同时，国投瑞银基金

也曾在2020年11月新聘靳■为公司副总

经理，公开资料显示，靳■曾任国泰基金机

构部董事总经理。

前述研究人士直言道，由于国投瑞银

基金拥有合资背景，可能相对容易导致高

管频繁变动的情形出现。据国投瑞银基金

官网显示，该公司成立于2005年6月，其股

东为国投泰康信托有限公司和瑞银集团，

持股比例分别为51%、49%。

而郭施亮则认为，基金公司的分配机

制或股权激励存在不合理因素也可能导致

人才流失，同时，也可能与薪酬水平有一定

关系。“如果基金公司想要留住人才，首先

是要提高公司自身实力，用更好更优惠的

条件才能吸引人才。除此之外，在管理上，

也可以适当放权给基金经理，使其拥有相

对高效灵活的管理环境，还可以为其提供

一个比较优厚的薪酬环境。”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李海媛

随着近年来居民理财潮起，投资者以

基金为主体的投资行为也越发频繁，在此

背景下，不仅公募基金管理规模迅速提升，

聚焦高净值人群的私募基金管理规模也持

续走高。公开数据显示，私募基金上半年接

连突破16万亿、17万亿元大关，最新达到

17.89万亿元。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与私募

基金与日俱增的规模相比，管理人家数却

不升反降。另外，由于不合规，甚至是侵犯

投资者权益的行为频现，也屡次有机构被

监管出具“红牌”。那么，放眼当下，私募基

金又该如何赢得投资者的心？

违规行为受罚不断

年内因违规行为收监管罚单的私募基

金管理人再增3家。7月19日，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中基协”）发布关

于圣商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商

资本”）、新沃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天津）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沃股权投资”）和北京

天星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星资

本”）3家机构，以及天星资本3位相关责任

人共6条纪律处分决定书。

从3家机构的违规行为看，分别出现了

未审慎落实投资者适当性审查要求，高管

违规兼职，未如实填报管理人登记信息，违

规向投资者承诺本金不受损失，违反投资

者适当性管理要求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

中基协对圣商资本和新沃股权投资进行书

面警示，要求机构限期改正，并暂停受理其

私募基金产品备案3个月。相较之下，天星

资本的处罚更重，不仅被公开谴责，还遭暂

停受理私募基金产品备案6个月，相关责任

人白利国、刘研、王骏也被公开谴责，要求

其参加强制培训。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上述罚单仅仅

是今年以来中基协向私募基金管理人及相

关责任人下发罚单的一小部分。据中基协

披露数据显示，截至7月22日，年内累计已

发布纪律处分决定书、纪律处分决定书送

达公告，以及纪律处分事先告知书送达公

告累计31份，相关罚单中提及的违规行为，

也大多与上述提及的情况类似。

在深圳中金华创基金董事长龚涛看

来，私募机构出现承诺保底、违规兼职、违反

适当性等管理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

方面是内部管理混乱，由于私募不同于公

募机构对于企业内部管理中的合规性管理

普遍比较轻视，很多私募都把管理的核心

放在绩效管理上，管理重心的偏移导致隐

形问题变为显性。另一方面，投资者教育的

问题，由于投资者教育的缺乏，多数投资人

购买私募基金时风险防范意识不足，导致

很多私募机构的违规操作有了市场空间。

私募排排网财富管理合伙人郭薇也指

出，私募基金管理人人员数量普遍较少，团

队构建不是特别完善，主要精力用于投研，

缺乏专业的合规团队支持，而且合规意识

偏弱，对合规认知不足。同时，中基协对私

募机构违规的处罚和监管力度不够，私募

违规成本较低，使得部分机构存在侥幸心

理。郭薇进一步表示，违规行为会为私募机

构的声誉带来不良影响，从而阻碍公司各

项业务的开展，甚至被纳入黑名单，不利于

公司的健康发展。

注销数量创近四年新高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存续机构罚单不

断，遭监管注销和主动注销的私募基金管

理人也与日俱增。据悉，7月16日，中基协连

发3份公告，分别公布了15家和28家私募

因不能持续符合管理人登记要求、存在异

常经营情形等问题将被注销，同时还披露

了87家疑似失联私募机构的名单。

根据中基协披露数据显示，2021年以

来，截至7月22日，已有累计754家私募机

构因主动注销、依公告注销和协会注销等

原因被注销，创下近四年的同期新高。回顾

此前，2018-2020年的同期注销数据分别

为457家、663家和610家。

从行业整体数据看，在年内私募基金

管理规模接连突破16万亿、17万亿元大

关，上半年增长12.02%至17.89万亿元。然

而，在管理规模大增的同时，私募基金管理

人家数却不涨反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上

半年末，存续私募基金管理人24476家，较

2020年末的24561家减少了85家。

为何管理规模和存续机构数量“背道

而驰”？在业内人士看来，这是行业发展的

必然结果，但同时，也有小型机构的无奈。

郭薇认为，规模和机构数量反向发展

是一个行业优胜劣汰健康发展的必然结

果。一方面监管的趋严，会提升私募的生存

成本，中小私募生存和发展的难度越来越

大。另一方面，资源向头部私募倾斜，强者

恒强的态势会愈演愈烈。

而在龚涛看来，私募基金管理人家数

下降主要原因包括两点。一是监管要求越

来越严格，管理成本上升，规模小的私募无

法确保自身盈利，只好无奈退出。二是近年

来部分尚不规范的行业机构的清退，也清

理了一部分挂羊头卖狗肉的私募管理人，

明股实债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已经很难

生存。总体来看，未来私募机构会越来越集

中，头部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小型机构则

越来越难以生存。

某中型私募渠道总监也向北京商报记

者直言，“虽然全行业目前有24000余家机

构，但大基数的背后，当前私募基金管理人

多数仍处于生存线的边缘，在监管日趋严

格把控的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不具备良

性循环能力的中小型机构选择退出。当然，

这也是一个好的现象，即全行业已经从最

初的野蛮生长阶段逐步过渡到有序整合的

阶段，未来也必然会更加成熟”。

除行业自身的发展外，对于拟布局私

募基金的投资者而言，龚涛认为，投资是一

次长跑，持续稳定的盈利能力是私募理财

的核心。投资者在正式购买前，需要多学习

提升自身的辩识能力，在进行业绩校准的

同时，全方位了解产品投向和市场趋势同

样是重要功课。

郭薇也建议从长期业绩、核心投研团

队实力背景、核心人物投研经验及过往业

绩、熊市行情下的风险控制能力以及产品

的风险等级等角度进行综合考虑，挑选符

合投资者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长期业绩优

异，投研团队实力雄厚，核心人物过往业绩

出众，且经历过熊市洗礼的产品或者管理

人进行投资。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刘宇阳

近日，公募基金二季报相继发

布，基金公司的最新管理规模及基

金产品的份额变化情况也终于“浮

出水面”。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成

立于2005年6月、如今已有16年运

作经验的国投瑞银基金，截至今年

二季度末，其非货币管理规模创下

近六年新高，达776.7亿元。但与此

同时，国投瑞银基金旗下的主动权

益类基金及债券型基金的业绩表

现平平，收益率跑输同类平均较明

显。另外，记者发现，国投瑞银基金

还存在人才频繁流失的情况，近一

年因个人原因离职的基金经理及

副总经理级别高管多达10位。

时间 资产净值合计

2018年末 400.03亿元

2019年末 416.14亿元

2020年末 693.86亿元

2021年二季度末 776.7亿元

数据来源：同花顺iFinD

近三年及2021年上半年国投瑞银基金非货币管理规模一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