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化长期评价导向 促进权益类基金发展

金牛奖评选以专业价值引领行业成长

□本报记者 张凌之 李惠敏

� 2020年，国内基金评价业务走过规范发展后的第十个年头，中国基金业金牛奖也已陪伴行业走过十七载春秋。 历经风雨，金牛奖评选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可，这既源自评选主协办方对专业、客观、公平原则的始终坚持，也是基金评价业务十年规范的重要成果。

作为国内基金业最权威的奖项，本届金牛奖评选的变化备受行业关注。 突出长期奖项、侧重权益类基金、精简获奖数量、丰富评选指标四大变化，旨在响应《基金评价机构倡议书》精神，坚持长期评价，发挥专业价值，推动基金行业大力发展权益类基金，为实体经济发展引来源头活水，更着力于引导行业坚持长期投资，切实践行信义义务，为投资者创造长期回报。

长期评价引领长期投资

长期评价引领长期投资

长期投资、价值投资是公募基金的责任体现和价值所在。 中国权益市场短期波动较大，只有以足够长的时间考察基金产品，才能最大程度地排除短期市场偶然性因素带来的扰动，发现基金管理人历经市场周期后体现出的真正能力。 作为行业发展的旗帜和标尺，长期评价对于基金公司长期投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更有助于投资者更加科学地投资基金，提高投资者的获得感。

行稳方能致远。 金牛奖评选始终将长期性原则作为重要的评选理念，本届评选更全面地践行该原则，取消一年期基金评奖，增设七年期金牛基金奖项。 在长期评价的基础上，本届评选进一步完善评价体系，优化基金评价机制，更多地关注基金的长期业绩稳定性、投资风格鲜明性等评价指标，充分发挥业绩比较基准的作用，注重考察基金的实际投资运作及基金合同的履行情况。

“坚持长期评价、发挥专业价值”的评选导向，将有助于引导渠道和投资者更加关注基金管理人的长期业绩，从而促使管理人将考核、激励导向更加长期化；并有助于改善行业风气，推动和引导更多长期资金入市，便于基金经理在进行权益投资时，着眼长远收益，实现更加稳健的投资回报，促进权益投资的长期健康发展；更有助于行业形成坚不可摧的信义义务文化，恪守“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资管行业本质，坚持以客户为中心，遵守契约精神、履行信义义务。

在长期评价的引导下，越来越多的基金公司正在发生变化，对基金经理的考核向长期倾斜，建立三到五年的考核机制，鼓励基金经理摸索、积淀，形成自己的投资风格。 同时，越来越多的基金公司发行长期封闭运作产品，避免投资者因过度择时带来损失；合理设置产品发行和持续营销方案，在市场泡沫积聚、投资者过度热捧时期停发和关闭产品的申购或大额申购，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长期投资。

实际上，历年的金牛奖评选遴选出了一批金牛基金“常青树” ，如汇添富价值精选、银华富裕主题等基金获奖次数都达到7次。 这些长期收益突出、投资风格稳定的金牛基金“基业长青” ，既说明金牛奖评选已经形成了一套稳定和有效的评选方法，也表明一些基金公司已经打造出相对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一批基金经理建立了比较稳定的投资风格。

侧重权益产品服务实体经济

2019年7月5日，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座谈会上指出，要在提升权益类基金的占比上下功夫，提高研究能力、丰富产品类型、提升投顾水平、优化投资结构，让权益类基金成为资本市场重要的长期专业投资者。

公募基金作为机构投资者的代表，是创新资本形成机制中有力的一环，在主动发挥买方优势，挖掘、支持优质企业，汇集引导大众资金流入具有核心技术、行业领先、有良好发展前景和口碑的实体企业方面具有先天优势。 基金行业最为突出的优势是权益类产品的主动管理能力，基金公司理应发挥比较优势，彰显自身专业能力，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促进权益类基金发展，助推行业产品结构优化，是基金评价机构的职责所在。 作为基金业权威奖项，金牛奖评选从设立之初，就在奖项设置、名额安排、指标设计上侧重权益类基金。 例如，在分量最重的金牛管理公司大奖中，主动股票方向基金业绩的权重占到定量指标的49%。

本届评选规则的变化，更着力促进权益类基金发展。 一方面，为鼓励基金公司在主动权益投资专项管理能力上形成特长，新增“权益投资金牛基金公司”奖项；另一方面，在主动控制奖项数量的基础上，本届评选向权益类基金倾斜，股混等权益基金获奖比例明显高于债券基金。

评 选 主 协 办 方 希 望 通 过 金 牛 奖 的 引 导 作 用 ， 推 动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发 挥 主 动 管 理 权 益 类 产 品 的 优 势 ， 关 注 优 秀 企 业 的 长 期 成 长 ， 服 务 实 体 经 济 ， 促 进 权 益 市 场 从 资 金 端 到 资 产 端 的 全 链 条 良 性 循 环 。 并 发 挥 基 金 管 理 人 的 专 业 定 价 能 力 ， 推 动 资 本 市 场 纠 错 ， 提 升 市 场 定 价 效 率 ， 通 过 践 行 并 引 导 长 期 投 资 和 价 值 投 资 ， 在 市 场 中 发 挥 压 舱 石 的 作 用 ， 推 动 形 成 更 为 理 性 、 稳 定 的 资 本 市 场 。

十年规范结硕果

历经风雨，中国基金业金牛奖评选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可，在基金行业发挥出越来越强的价值引导作用。

越来越多的银行，在制定代销白名单时会参考金牛奖评选结果。 社保基金“选秀”也把是否获得过金牛奖作为考察基金公司的参考内容之一。 对基金经理而言，金牛奖已经产生了积极的引导作用，有利于稳定优秀基金经理队伍。 更重要的是，服务于普通投资者的金牛奖，正矢志不渝地向投资者传递正确的投资理念，为他们提供有效的投资参考。

金牛奖的成功，既源自评选主协办方始终以法律法规为准绳，以严谨数据为依据，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确保评选的专业性和客观性；又源自评选始终以《证券投资基金评价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和《证券投资基金评价业务自律管理规则》为指引，遵循“长期性、公正性、全面性、客观性、一致性、公开性”六大原则；更离不开监管部门和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长期指导，特别是2019年底召开的基金评价业务座谈会，进一步明确了金牛奖评选坚持长期评价、发挥专业价值的价值导向。

可以说，规范后的基金评价经过十年风雨历程，已经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结出累累硕果。

图片： 本报记者 车亮 摄影

长期评价赋能基金公司长效机制和长期回报

———金牛奖对基金公司考核激励机制产生积极影响

□鹏华基金

长期主义是金牛奖的内在基因。 金牛奖

越来越成为基金业长期业绩的“试金石” 和

长效机制的“指挥棒” 。

3月31日， 第十七届中国基金业金牛奖评

选甫一揭晓，本届评选“突出长期、侧重权益、

精简数量、丰富指标”的四大变化引起基金行

业热议。尤其是对长期评价原则的进一步强化，

将推动行业践行长期投资、价值投资。 同时，金

牛评奖规则的变化还将对基金公司的内部考核

和激励管理产生显著影响， 促进基金行业进一

步确立长效考核机制， 并将有效助推基金业权

益投资的发展，建立权益投资长效机制。

彰显长期投资导向

本届中国基金业金牛奖评选最引人注目

的是，作为基金业最权威的奖项，金牛奖进一

步强化基金评价的长期性原则。 推动这一变化

的，既包括监管层长期以来对长期投资、价值

投资的鼓励和引导，也体现了评选主办方———

中国证券报与协办方银河证券、 海通证券、招

商证券、上海证券、天相投顾所共同秉持的核

心理念：基金评价长期化。 应该说，主协办方牵

头基金评价机构在2019年12月共同签署的

《坚持长期评价、发挥专业价值》的倡仪书，已

从“发声”落实为长效评价的成果。

长期评价已成为基金管理者重要的管理

参考，更是基金持有人的投资向导，它关系到

基金行业的健康发展。 长期评价原则使基金

业金牛奖越来越凸显对于长期投资、价值投

资的“指挥棒” 意义，从而引导行业在权益投

资中建立长效机制，践行专业化发展。

金牛奖评选规则较之以往“突出长期、侧

重权益、精简数量、丰富指标”的特色性变化，

将有效地赋能于基金公司长效考核激励机制的

建立和实施。 在基金公司奖项中， 不仅增设了

“权益投资金牛基金公司” ，同时在金牛基金公

司、权益金牛公司、金牛进取公司评奖规则中，

还明确了主动权益基金的业绩计算品类： 仅包

含标准股票型、积极配置型、积极灵活型三类高

仓位权益品类，不再涵盖保守灵活型、保守配置

型、绝对收益目标型等低仓位权益品类，更加凸

显风格鲜明高仓位权益品类的管理能力。

推动基金业确立长效考核机制

金牛评奖规则的变化，对基金公司的内部

考核和激励管理会产生显著影响， 将有利于建

立稳定的权益投资体系，产生风格清晰的产品，

有助于持有人获得长期收益。金牛奖的三年期、

五年期、七年期奖项，均以累计业绩为规则，这

将促进基金行业进一步确立长效考核机制。

根据鹏华基金人力资源部的考核实践及

对行业的观察：基金经理考核中引入长期累计

业绩是大势所趋。 一方面，倡导持续回报，淡化

择时，长期持有，才能让大众财富以更高概率

获取正回报，保值增值；另一方面，累计业绩而

不是逐年短期业绩加权，更能在产品的全生命

周期中，展现基金经理的主动管理实力。

从首发集中建仓期、 盈利客户的赎回期、

持续营销带来新客户的批量加入期、机构客户

关注下的产品结构变化期、业绩带动下的自然

规模增长期等生命周期中一路走来，一只公募

基金的长期累计业绩，展示出一个基金经理在

应对多种变化下的投资实力。 长期累计业绩考

核与鹏华基金投资文化无缝契合。 鹏华基金从

2020年开始采用长短期相结合的考核方式，一

年期业绩、三年期累计业绩、五年期累计业绩

权重长期均衡，长期累计业绩占比较高。

助推权益投资发展

金牛奖新规还将有效助推基金业权益投

资的发展，建立权益投资长效机制，鼓励发展

高仓位风格鲜明的权益品类。 央行数据显示，

近六年来， 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A股市

值，从2013年末的3448亿元增长至2019年末

的2.10万亿元，年化增速高达35.2%；而银河数

据显示，公募基金持有A股市值，从2013年末

的1.32万亿元增长至2019年末的2.42万亿元

（仅占公募行业整体规模14.77万亿的16%），

年化增速仅10.7%。

中国基金业过往的业绩成果证明， 权益

投资为客户奉献了可观回报。 根据银河证券

基金研究中心的统计，截至2019年底，股票方

向基金10-15年左右的长期年化收益率高达

17%。 总的来看，2019年基金持股市值稳步提

升，权益基金发展态势喜人。 公募基金不仅要

响应金牛奖规则导向， 更应肩负起发展壮大

主动权益规模的责任，重掌A股核心资产定价

权， 鼓励旗下每位主动权益基金经理去管理

高仓位、大规模权益产品，并给予一定的激励

倾斜，作为对高仓位高难度主动管理的认可。

受金牛奖新规的引导， 鹏华基金在考核

上，高仓位权益产品侧重考核同类排名，低仓

位权益产品侧重考核绝对正回报收益率，同

时高仓位产品独有业绩加分项。在激励上，根

据高仓位的非机构产品一般具有高费率的特

征，采用费率标准化调整后的规模（简称“有

效规模” ）进行激励计算，体现对高仓位产品

的倾斜，从而充分调动基金经理做高仓位、大

规模产品的积极性。

基金行业已经看到了居民家庭财富逐步

流向权益类资产配置的趋势， 越是头部公司，

越有责任和条件去做长期的选择，去挖掘适应

社会发展趋势的优秀标的，促进实体经济的高

质量发展，为客户创造长期的回报。 基金业的

长期评价机制无疑是这一长期主义进程的催

化剂。 希望基金评价机构未来学习国际同业加

强基金公司信托责任评级，帮助投资者进一步

研究、分析和比较基金公司，做出更好的投资

选择，而新兴的投资者环境评价也将助力基金

行业扬帆远航。

时间的力量 专业的价值

□海通证券金融产品研究中心 高道德 陈瑶

中国证券报主办的中国基金业金牛奖，是公

募基金行业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权威奖项，也是基

民眼中基金投资的风向标。评选主要是基于基金

历史长期绩效表现进行评奖，综合考虑了基金的

收益风险指标、选股能力稳定性、超额收益稳定

性等方面， 比起单纯依靠业绩排名评价基金，对

投资者更具参考价值。

关注业绩稳定性

作基金投资风向标

金牛奖评奖过程中关注风险调整后收益，以

及选股能力的延续性，因而获奖基金总体业绩表

现更加稳健。 从获奖基金历史各年度的表现来

看， 各独立年度业绩整体位居同类中上游水平，

且稳定性较好。

金牛奖对基金投资具备一定的指引作用。 以

历届获得三年期金牛奖的主动股票型以及强股

混合型基金（契约规定股票仓位下限60%的混合

型基金）为例，研究其未来3年收益表现情况可以

发现， 获奖基金在未来3年的业绩排名整体位于

同类前46.66%， 其中60%的基金获奖后3年业绩

位居同类前50%，近40%的基金位居同类前1/3。

需要指出的是，基金历史业绩好，不代表在

未来的投资中也能获得好的回报。对于主动管理

产品而言，基金管理人的投资管理能力和风格对

产品业绩有着直接的影响，在投资过程中，需要

关注基金管理人是否发生变更。

在上述例子中，进一步挑选基金经理管理时

间超过6年（金牛奖评选周期3年，以及得奖后继

续管理满3年）的基金，分析其得奖后3年的表现

情况可以看到， 基金经理管理满3年并获得金牛

奖， 且获奖后未发生管理人变更的这些基金，在

获奖后3年的业绩整体位居同类前41.34%。其中，

位居同类前50%的基金数量占比提升至71.43%，

位居同类前1/3的基金数量占比也接近6成。

此外，基金管理人的“德” 与“能” 同样重

要。 在选择基金产品投资的时候，还需要注重对

于非业绩方面因素的考察， 包括是否遵守契约、

是否关注投资者利益、是否合规等，而这也是金

牛奖评选考察内容的一部分。

践行长期原则

尊重专业力量

虽然资本市场起起伏伏，但对于主动权益公

募基金而言， 长期持有能够带来不错的回报，并

且持有周期越长，相对市场主流指数获取超额收

益的概率也越大。 但是，当前我国基金投资者的

申赎行为还存在较明显的“追涨杀跌” 特征，这

种“越涨越买、越跌越赎” 的操作，会使得投资成

本不断抬升，遇到市场下跌就容易导致亏损。

另外， 投资中的申赎成本是确定性的损失，

其影响不容小觑。短期持有、高换手，即便有费率

优惠，投资收益也会大打折扣；而降低换手、长期

持有，则能够显著降低投资成本，帮助投资者守

护得来不易的收益。

为了改变我国“基金赚钱、投资者不赚钱”

的现状，也希望通过坚持长期评价来引导市场长

期投资理念， 对行业发展形成较好的导向作用，

第十七届金牛奖相对以往做出了以下改变：

首先，评选全面践行“长期性” 原则，关注

基金长期业绩的稳定性，取消一年期奖项，增加

七年期的长期奖项， 促进基金公司发展长期投

资，引导其注重老产品的持续运作，而非频繁新

发基金。

其次，评选立足保护投资者权益，充分发挥

业绩比较基准的作用，注重考察基金履约情况与

合规性，综合评价基金管理人的“德” 与“能” ，

希望能够以此激励基金经理树立长期、 稳健、对

基金份额持有人负责的理念，勤勉尽责，引导基

金公司建立健康有序的管理制度，避免人员不合

理流动，推动行业稳定发展。

再次，投资是一件技术含量很高的事，需要

交由专业的人去做。 评选强化金牛奖的“专业价

值” ，在公司奖评选中，坚持综合实力与专项投

资能力并重的原则。 十大金牛公司评选中，在原

有考核主动权益、债券资产投资管理能力的基础

上，增加了对于指数产品的考察，突出了十大金

牛公司评价的全面性、综合性。另外，还增设了权

益金牛公司奖，对主动权益资产投资管理表现出

色的基金公司予以嘉奖。对于基金公司专项投资

能力的评价，覆盖权益、债券、指数、量化、海外等

多方面，鼓励基金管理人形成自身特色，增强竞

争力，专注核心投资理念并长期矢志践行。

最后，中国证券报作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媒

体， 在投资者教育方面能发挥较好的引导作用。

当整个市场都关注长期业绩， 做长期投资的时

候， 投资者对于权益投资的信心将得到增强，长

期资金入市也会推动权益投资的发展。

强化长期评价导向 促进权益类基金发展

金牛奖评选以专业价值引领行业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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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国内基金评价业务

走过规范发展后的第十个年头，中

国基金业金牛奖也已陪伴行业走

过十七载春秋。 历经风雨，金牛奖

评选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可，这

既源自评选主协办方对专业、客

观、公平原则的始终坚持，也是基

金评价业务十年规范的重要成果。

作为国内基金业最权威的奖

项，本届金牛奖评选的变化备受行

业关注。 突出长期奖项、侧重权益

类基金、精简获奖数量、丰富评选

指标四大变化，旨在响应《基金评

价机构倡议书》精神，坚持长期评

价，发挥专业价值，推动基金行业

大力发展权益类基金，为实体经济

发展引来源头活水，更着力于引导

行业坚持长期投资，切实践行信义

义务，为投资者创造长期回报。

‘

’

金牛奖评选：基金经理的长期价值投资之锚

□中欧医疗健康基金经理 葛兰

3月31日，中国基金业第十七届“金牛奖”

如期揭晓，当之无愧地成为史上含金量最高的

一次“金牛” ：今年的获奖名单是2012年以来

“最短” 的，而全新设立的七年期奖项却是十

七年来对基金产品“最长”的考察。

一短一长之间，透露出奖项设计者的良苦

用心， 这是在激励长期业绩表现优异的产品，

鼓励基金管理人注重中长期稳健的投资回报。

引领波动控制 看重风险调整后收益

业绩就是王牌， 绝大多数的普通投资者

会通过业绩来甄选基金。但所谓盈亏同源，高

增长背后往往隐藏着某些风险。 金牛奖评选

着重考察风险调整后收益， 看重的正是考虑

风险波动以后的收益水平， 这引导基金经理

不能过于看重净值增长，还要控制好波动。从

投资者的角度而言， 只有基金产品的业绩长

期稳定，净值波动在持有人预期之内，才能提

升盈利体验，更加放心地长期持有基金。

从一个基金经理的角度看，风险调整后

收益，意味着两项要求：首先，基金需要获得

非常好的长期回报， 深度研究发掘优质个

股，给组合带来卓越的收益率增长；其次，基

金组合的表现需要每年都相对稳定。 因此，

我往往会从更长远的周期维度选股，特别注

重组合搭建的稳定性。

引领长期投资 提升投资者获得感

在今年的获奖名单上，“七年期金牛基

金” 首次登上舞台。 金牛奖的长期评价原则，

引领基金经理们着眼长期投资，不以短期收

益排名为目标。 摆脱短期排名后，基金经理

会更加注重上市公司的长期增长，而不那么

在意短期净值波动。 在我看来，经过日积月

累，组合换手率会自然而然地降低，经过深

耕研究而选中的个股也会持有更长的时间。

例如，自2017年三季度重点关注创新药产业

链后，我的前十大重仓股绝大部分都长期持

有，组合换手率只有同类基金的一半。

中欧医疗健康基金是我管理的第一只基

金，医药行业在我眼中充满了长期发展潜力，

其中的很多优质公司值得持有5年、10年，甚

至30年，我的目标就是通过长期持有，分享企

业长期增长带来的稳健回报。 犹记得2018年

第四季度，医药主题基金面临至暗时刻，在博

弈情绪和坚守成长价值的对垒中， 我们选择

坚定持有而非追涨杀跌， 这才能伴随整个组

合的净值曲线在经历波谷后，奔向新的高度。

引领风格稳定 注重选股能力持续性

金牛基金评选中有一个重要指标，就是

考察基金经理的风格稳定性。 这体现出奖项

设计者对基金经理投资风格稳定性和选股能

力持续性的重视，引导基金管理人坚守投资

风格。 对我而言，管理行业主题基金更要聚

焦自己所研究的领域，风格稳定不漂移。 自

管理基金以来，通过“景气度变化、政策变

化、业务变化、管理层变化” 寻找公司业绩和

估值的共振点，这样的选股思路从未改变。

记得在我管理中欧医疗主题基金之初，正

赶上医药板块深度下跌之时，如果我的组合转

投其他行业，或许能获取一些额外收益。 但正

如金牛精神所倡导的，一个产品的契约就是这

个产品的灵魂， 一个基金经理最应该做的，是

通过自己的专业能力把特长发挥到极致。 秉承

这样的信念，我通过草根调研和对医药企业研

发管线的研究，率先提出行业政策、库存和创

新“三周期共振” 的底部，坚定持有优质医药

企业。 直到现在，我管理的医药行业基金依然

聚焦在医药行业，绝大多数时候医药生物企业

的投资占比例都在90%以上。

今年有幸获得金牛奖，于我而言既是鼓

励又是鞭策。 正如金牛精神所强调的：立足

客观真实、倡导长期价值投资。 只有在漫长

的时间长河里脚踏实地、勤勤恳恳，才能提升

基金产品的持续回报能力。 我真心希望，可

以通过自己的奋斗与努力，让基金投资成为

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在更长的时间维度内

一点一滴地沉淀增长，为生活、为未来谱写更

美好的华章。

□本报记者 张凌之 李惠敏

长期评价引领长期投资

长期投资、价值投资是公募基金的责任体现

和价值所在。 中国权益市场短期波动较大，只有

以足够长的时间考察基金产品，才能最大程度地

排除短期市场偶然性因素带来的扰动，发现基金

管理人历经市场周期后体现出的真正能力。作为

行业发展的旗帜和标尺，长期评价对于基金公司

长期投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更有助于投资者

更加科学地投资基金，提高投资者的获得感。

行稳方能致远。金牛奖评选始终将长期性原

则作为重要的评选理念，本届评选更全面地践行

该原则，取消一年期基金评奖，增设七年期金牛

基金奖项。 在长期评价的基础上，本届评选进一

步完善评价体系，优化基金评价机制，更多地关

注基金的长期业绩稳定性、投资风格鲜明性等评

价指标，充分发挥业绩比较基准的作用，注重考

察基金的实际投资运作及基金合同的履行情况。

“坚持长期评价、发挥专业价值” 的评选导

向，将有助于引导渠道和投资者更加关注基金管

理人的长期业绩，从而促使管理人将考核、激励

导向更加长期化；并有助于改善行业风气，推动

和引导更多长期资金入市，便于基金经理在进行

权益投资时，着眼长远收益，实现更加稳健的投

资回报，促进权益投资的长期健康发展；更有助

于行业形成坚不可摧的信义义务文化，恪守“受

人之托、代人理财” 的资管行业本质，坚持以客

户为中心，遵守契约精神、履行信义义务。

在长期评价的引导下，越来越多的基金公司

正在发生变化， 对基金经理的考核向长期倾斜，

建立三到五年的考核机制， 鼓励基金经理摸索、

积淀，形成自己的投资风格。同时，越来越多的基

金公司发行长期封闭运作产品，避免投资者因过

度择时带来损失；合理设置产品发行和持续营销

方案，在市场泡沫积聚、投资者过度热捧时期停

发和关闭产品的申购或大额申购，引导投资者理

性投资、长期投资。

实际上，历年的金牛奖评选遴选出了一批金

牛基金“常青树” ，如汇添富价值精选、银华富裕

主题等基金获奖次数都达到7次。 这些长期收益

突出、投资风格稳定的金牛基金“基业长青” ，既

说明金牛奖评选已经形成了一套稳定和有效的

评选方法，也表明一些基金公司已经打造出相对

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一批基金经理建立了比较

稳定的投资风格。

侧重权益产品服务实体经济

2019年7月5日， 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座谈会上指出，要在提升权益

类基金的占比上下功夫，提高研究能力、丰富产

品类型、提升投顾水平、优化投资结构，让权益类

基金成为资本市场重要的长期专业投资者。

公募基金作为机构投资者的代表，是创新资

本形成机制中有力的一环， 在主动发挥买方优

势，挖掘、支持优质企业，汇集引导大众资金流入

具有核心技术、行业领先、有良好发展前景和口

碑的实体企业方面具有先天优势。基金行业最为

突出的优势是权益类产品的主动管理能力，基金

公司理应发挥比较优势， 彰显自身专业能力，更

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促进权益类基金发展，助推行业产品结构优

化，是基金评价机构的职责所在。 作为基金业权

威奖项，金牛奖评选从设立之初，就在奖项设置、

名额安排、指标设计上侧重权益类基金。例如，在

分量最重的金牛管理公司大奖中，主动股票方向

基金业绩的权重占到定量指标的49%。

本届评选规则的变化，更着力促进权益类基

金发展。 一方面，为鼓励基金公司在主动权益投

资专项管理能力上形成特长，新增“权益投资金

牛基金公司” 奖项；另一方面，在主动控制奖项

数量的基础上， 本届评选向权益类基金倾斜，股

混等权益基金获奖比例明显高于债券基金。

评选主协办方希望通过金牛奖的引导作

用，推动基金管理公司发挥主动管理权益类产

品的优势，关注优秀企业的长期成长，服务实

体经济，促进权益市场从资金端到资产端的全

链条良性循环。 并发挥基金管理人的专业定价

能力，推动资本市场纠错，提升市场定价效率，

通过践行并引导长期投资和价值投资，在市场

中发挥压舱石的作用， 推动形成更为理性、稳

定的资本市场。

十年规范结硕果

历经风雨，中国基金业金牛奖评选得到社会

公众的广泛认可，在基金行业发挥出越来越强的

价值引导作用。

越来越多的银行，在制定代销白名单时会参

考金牛奖评选结果。 社保基金“选秀” 也把是否

获得过金牛奖作为考察基金公司的参考内容之

一。 对基金经理而言，金牛奖已经产生了积极的

引导作用，有利于稳定优秀基金经理队伍。 更重

要的是，服务于普通投资者的金牛奖，正矢志不

渝地向投资者传递正确的投资理念，为他们提供

有效的投资参考。

金牛奖的成功，既源自评选主协办方始终以

法律法规为准绳，以严谨数据为依据，坚持公开、

公正、公平的原则，确保评选的专业性和客观性；

又源自评选始终以 《证券投资基金评价业务管

理暂行办法》和《证券投资基金评价业务自律管

理规则》为指引，遵循“长期性、公正性、全面性、

客观性、一致性、公开性” 六大原则；更离不开监

管部门和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长期指导，

特别是2019年底召开的基金评价业务座谈会，进

一步明确了金牛奖评选坚持长期评价、发挥专业

价值的价值导向。

可以说，规范后的基金评价经过十年风雨历

程，已经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结出累累硕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