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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任信达澳银基金联席投资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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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朱永强：提升主动投资能力

争当一流资管原料提供商

□本报记者 余世鹏

2020年，在第十七届中国基金业金牛奖

评选中，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

“信达澳银” ）获得“金牛进取奖” 。 信达澳

银基金总经理朱永强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

者专访时表示，信达澳银已具备系统化的投

研体系和出色的人才培养机制。 未来，信达

澳银会进一步聚焦主动投资能力建设，朝着

“成为亚太地区领先的资管行业原材料提供

商” 目标稳步迈进。

国际视野促进创新发展

三大维度提升主动投研

朱永强介绍， 作为国内首批合资基金公

司之一，信达澳银的外方股东康联首域集团，

在过去17年当中有13年的主动投资能力在亚

太地区排第一。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信达澳

银从诞生之初就搭建起了较系统化的投研体

系，天然具备了全球格局下的广阔投资视野。

站在本身雄厚的投研基础之上， 如何更

好地带领公司求新求变， 是朱永强自接掌信

达澳银之初就开始思考的核心问题。

朱永强认为， 从科创板推出和创业板实

施注册制改革等系列举措来看， 资本市场有

望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提质增效的重要突破

口， 主动投资的重要性将会在资本市场中持

续提升。 以主动投资能力见长的公募基金公

司，在未来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将会迎来

真正的春天。

在他的管理战略设想当中， 信达澳银基

金接下来的发展， 会进一步聚焦主动投资能

力建设， 努力成为亚太地区领先的资管行业

原材料提供商。

基于这样的发展愿景， 朱永强将信达澳

银主动投研能力建设细化为主动基本面投

资、量化主动基本面投资和基于这两者的绝

对收益投资三大板块。 其中，主动基本面投

资会偏向科技、医疗、消费、周期、地产金融

等优质赛道进行主动投研产品和人才布局；

量化主动投资则会运用科技手段提升主动

投资能力，如量化消费和量化医疗基本面投

资的产品。

在明确的战略规划驱动下， 信达澳银近

年来的主动投资业绩迎来爆发式增长。 据海

通证券发布的 《基金公司权益类资产业绩排

行榜》显示，截至6月30日，信达澳银旗下权益

类基金近一年平均收益率达到83.98%，在133

家基金公司中排名首位。

秉持“服务型” 管理理念

全面激发人才新动能

朱永强清楚地知道，要实现“成为亚太地

区领先的资管行业原材料提供商” 这一远大

目标， 除了围绕上述三大维度建设主动投研

能力外，还要在投研人才的培养上下功夫。

朱永强表示，在某种程度上，投资是精英

行业，而精英是稀缺的。 留住人才就是留住公

司的未来。因此，作为管理者，他一直秉持“服

务型” 管理理念，围绕感情留人、机制留人、事

业留人，当好“人才服务员” 。

在朱永强看来， 培养并留住投研人才

的基础，在于为他们创造并提供一个自由、

多元、包容的投研文化，让风格各异的基金

经理在这里持续发生思想碰撞， 最终成就

彼此。 而合伙人机制，则应该是留住人才的

核心。

“合伙人机制在国外已具备成熟运作经

验，在国内也有了近10年实践。 从目前情况

来看，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基本上都留住了

优秀人才，既完善了公司的治理机制，还为

公司人才队伍的‘升、降、进、出’ 搭建起了

一个顺畅通道。 ” 朱永强告诉记者，信达澳

银基金的员工持股计划，预计也会在2020年

之内落地。 这样一来，除了相对体面的工作

收入外， 可以给予优秀人才相应的股权激

励， 将优秀人才与公司利益绑定在一起，使

得他们能够与公司一同并肩作战，共享成功

的喜悦。

朱永强说到， 目前信达澳银的人才培养

机制已经初见成效。 在科技投资赛道上，信达

澳银已培养出了以金牛基金经理冯明远为代

表的绩优基金经理， 同时也在非科技领域有

着较好的投研人才储备， 如擅长医药投资的

杨珂、价值投资基金经理邹运、对周期股具有

独到投资框架的李淑彦等。 信达澳银基金分

工有序、紧密无间的投研团队正在不断完善，

一支具备创新精神和责任担当的员工队伍已

经成型。

奋进征程中， 未敢忘初心。 朱永强强

调，公募基金行业的最大价值，是为那些不

具备专业投资能力的持有人， 实现财富的

保值增值。 因此，未来还将持续以客户为中

心、以业务为导向的经营理念，以此搭建起

面向市场和投资者需求的服务流程和产品

输出体系。

信达澳银基金总经理 朱永强

信达澳银新能源产业股票

冯明远：以精专投研挖掘科技成长投资机会

□本报记者 余世鹏

2020年， 由冯明远管理的信达澳银新能

源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下称“信达澳

银新能源产业股票基金” ）获得了“三年期开

放式股票型持续优胜金牛基金” 奖。冯明远在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他专注于

新兴产业领域的投资机会挖掘， 以一线调研

和精专投研， 力求为持有人获取持续成长收

益。 冯明远说，科技产业的持续创新，是推动

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 不管是通信、电

子，还是计算机，这些科技领域源源不断产生

的优秀企业，将会带来持续的投资机会。

专注于新兴产业的发现型选手

冯明远是工科专业背景出身，2010年毕

业后进入平安证券研究所， 主要负责通信、

电子、计算机等行业研究。在经历3年TMT卖

方行业研究后，冯明远于2014年加入信达澳

银基金， 从事TMT行业和偏周期行业研究。

自2016年下半年开始，冯明远担任公募基金

经理。

“初期的研究员生涯对我投资风格的形

成，有着较大的影响。 ” 冯明远说，此前研究

TMT行业的时间较长， 这使得他在投资上对

TMT行业的产业动向有着敏锐的洞察力。 冯

明远将自己称为 “专注于新兴产业的发现型

选手。 ” 他说，“科技类公司的技术、产品变化

多样， 投资应通过深入研究产品来判断公司

的竞争优势， 我会选择在细分行业中具有一

定技术优势、成本特色、竞争力的好公司。 ”

具体来看，冯明远表示，在科技企业的调

研当中，他会通过观察“客户” 和“管理层”

这两大方面，来进行企业基本面的“成色” 判

断。 首先，冯明远指出，客户群的情况可以反

映出公司的特点， 如拥有众多重要机构客户

群体的企业，往往会是好公司，类似于苹果产

业链、特斯拉产业链等相关企业。 其次，冯明

远还说到，通过观察管理层在经营理念、人才

培养等方面的举措， 可以知晓企业的发展前

景如何。 比如，新兴产业的优秀管理层，大多

会重视研发、人才激励机制和客户服务。

在上述投研基础上，冯明远总结到，新兴

产业代表着经济发展方向， 但新兴企业的股

价也会存在较大波动。 因此，想要在新兴产业

领域获得持续收益，一定要有大格局、大方向

感和敏感性，不能被股价波动所影响。

冯明远举例，2010年他在做卖方分析师

的时候，身边大部分人还在用诺基亚、摩托

罗拉等键盘手机，但实际上早在2007年前后

iPhone已经面世了。 作为投资者，如果当时能

及时捕捉到“智能手机替代功能手机” 这一

趋势，并坚定地买入苹果股票，长期看能带来

近10倍的超额收益。 因此，在新兴产业领域的

投资，需要对新产品保持较高的敏感度，以开

放包容的态度去了解技术原理、 创业者的想

法以及产品本身。

科技创新带来持续投资机会

从2016年担任基金经理至今，冯明远管

理的基金规模从当初的5000万元提升至约

170亿元。 从产品上看，除信达澳银新能源

产业外，冯明远还同时管理着信达澳银精华

配置、信达澳银先进智造、信达澳银核心科

技、信达澳银科技创新、信达澳银研究优选

等产品。

冯明远表示， 维持单只个股占比不高的

策略与公司规定有关。 同时，因为新兴公司的

不确定性比较大，与高集中度的持股相比，较

为分散的持股更能降低组合风险， 从而提升

投资胜算。

“一般来说， 我的基金仓位不做择时，行

业轮动等因素考虑也比较少， 投资框架较稳

定。 整体而言，我是从自下而上的框架出发，

精选高质量的公司并长期持有。 但是，在公司

的基本面发生变化， 如关键技术或核心人员

团队因内部管理问题出现动荡、 产品遇到强

劲竞争对手、竞争格局长期落后等问题时，我

会考虑卖出。 ” 冯明远说。

冯明远表示，科技产业的持续创新，是推

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 不管是通信、电

子还是计算机， 这些科技领域源源不断产生

的优秀企业，将会带来持续的投资机会。

从产业角度来看，2019年网络的建设规

模不算大，5G基站建设数量约10多万个。 事

实上，5G基站真正上量应该是在2020年至

2021年。因此，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说，2021

年整个通信产业的增长比率、产业景气度表

现会比较好；而在5G网络建设结束后，终端

用户就会迎来智能设备更换潮，如带来5G手

机、穿戴式手表的增长。综合来看，用户对5G

手机的购买欲望，将会在2020年下半年逐步

体现。

此外，在半导体方面，目前国内半导体市

场仍以进口设备为主， 国产设备市场份额极

低，比如2018年国产半导体设备销售额为109

亿元， 同比增长22.47%， 但国产化率仅为

13%。 未来，在国产化替代加速趋势下，国内

半导体企业的景气度，将有望持续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