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稿签）基 煜 基 金 王 翔 ：

资管行业 头部化 和专业 化将提速

本报记者 戴安琪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总裁王翔日前在基煜基金主办的“2020中国机构投资者资产管理北京峰会”上表示，面对快速发展的时代，资管行业需要做好专业能力强化、业务转型升级、技术升级和用好外部专业服务机构的准备。

具体来看，首先是做好专业能力强化和业务转型升级的准备，迎接行业的新变化。 王翔认为，2020年是资管行业政策红利逐步释放的一年，带来了很多新的业务形态和机会。 预计资管行业会加速走向头部化和专业化，未来更需要思考如何进行差异化发展，构建各自的核心专业能力。

其次是做好技术升级的准备，拥抱 IT和数字化。 技术的运用将在三个方面对资管行业生态圈的建设带来全面的提升：一是全面提升行业的运营效率，降低成本；二是全面提升行业的服务覆盖；三是全面提升行业的服务能力。

与此同时，还需要做好利用外部专业服务机构的准备。 “从海外经验来看，大型资产管理机构的风格类型往往比较全面，以匹配不同类型的投资者需求。 银行理财、公募基金、保险资管、券商资管、信托等各类资管机构，各有所长，合作远大于竞争。 优秀的资产管理机构需要外部专业服务机构的支持，所以和外部机构的合作能力本身，是一种把投资工具转换成解决方案的核心竞争力。 ”王翔说。

中国保险资管协会曹德云：

保险资管产品具有四大发展方向

本报记者 戴安琪

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曹德云表示，保险资管产品具有四大发展方向，即加快产品化进程、稳步推进产品创新、提升产品开发能力和完善相关运行机制。

曹德云认为，保险资管产品在当前已形成基本的产品种类体系，具体包括 ：债权投资计划、股权投资计划、组合类资管产品、资产支持计划和私募基金等。 在保险资管产品“1+3”制度规则发布和产品登记制实施的推动下 ，2020年1-10月份 ，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登记注册的债权投资计划、股权投资计划和私募基金的合计规模达 6487亿元，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47.15%。 截至 2020年10月末，协会累计登记注册的债权投资计划、股权投资计划和私募基金合计1647项，合计登记注册规模 38288亿元。 此外，保险资管业基本形成以保险法和《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为基础，以《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管理暂行办法》《组合类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实施细则》《债权投资计划实施细则》和《股权投资计划实施细则》为核心，以《债权投资计划产品登记管理规则》《股权投资计划产品登记管理规则》及相应的产品管理指引、估值指引等自律规则为操作标准的管理制度体系，覆盖了产品设立、发行、管理、信息披露及风险控制等主要环节和重点领域。

展望未来，保险资管产品应加快产品化进程，稳步推进产品创新、提升产品开发能力和完善相关运行机制 。 他表示，具体来看，一是落实好产品登记制，强化市场主体风险责任；二是应用金融科技，提升产品运作效率；三是提高产品标准化程度，适当增加流动性；四是加强产品风险防控，维护产品质量；五是加快市场体系培育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

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管局王颖：

金融科技赋能和责任投资是趋势

本报记者 戴安琪

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王颖表示，金融科技赋能和责任投资是未来资管行业的发展趋势。

她认为，金融与科技的融合是北京的突出优势，金融科技的深入应用将有效推动资产管理的高效安全发展，提高资产配置的精准性。 “十四五”时期 ，北京将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以科技创新 、服务业开放、数字经济为主要特征的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科技将加速优化和提升，全方位赋能资管行业规范创新发展。 同时，北京正在建设全球绿色金融与可持续金融中心，提出“到2035年北京碳排放率先达峰后持续下降”的量化环境目标，为责任投资带来更加广阔的市场和发展空间 。

交银理财金旗：

指数化投资是理财资金入市首选

本报记者 戴安琪

交银理财总裁金旗表示，指数化投资是理财资金进入股票市场的首选，是顺势而为的选择 。

具体来看，他认为，首先，我国市场投资者结构不成熟，投资机构化将是最终趋势，资产管理之路任重道远；其次，机构化市场将对资产管理业务提出更高要求，指数化投资将成为无法忽视的主要发展模式之一；最后 ，权益资产达到一定规模之后，通过指数工具进入权益市场的需求较大，指数化投资发展空间巨大。

此外，金旗表示，银行理财资金也为指数化投资发展助力。 一是成为市场表率，践行指数化投资；二是树立价值投资的理念；三是为市场提供长期资金；四是分散风险，提高理性投资的占比；五是推动中国资本市场走向成熟 ；六是帮助中国A股投资者获取稳健的投资收益。

国寿资管于泳：

挑战和机遇并存

本报记者 戴安琪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于泳表示，面对资本市场的变局，保险资管公司既面临传统投资模式受到冲击、开放格局下与全球资管公司竞争等挑战，也迎来了市场对资管业务的需求不断增加，资本市场健全完善等带来的更多投资机遇。

于泳认为，挑战孕育新机，新发展格局也为保险资管公司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经济和社会运行将出现一系列新的变化，市场对资管业务的需求将不断增加。 居民财富持续积累，配置结构逐渐转向金融资产主导，将为资管业务注入强大动能；养老保障第三支柱加快发展，将成为一片巨大“蓝海”；全球资本增配中国，外资增持A股比例和外资持债规模将快速提升。

另一方面，资本市场健全完善将提供更多投资机遇。 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加快完善 ，中长期资金开展价值投资的制度体系更加坚实 。 债券市场提质增量，未来有望保持年均两位数增长；股票市场吸引力更趋增强，注册制将推动资本市场优胜劣汰机制更加顺畅 ，险资、外资 、年金等长线资金入市渠道持续拓宽，为市场注入源头活水；另类市场迎来“新基建”重大利好，随着国内经济空间结构发生深刻变化，长三角、粤港澳等增长引擎带来广阔的另类投资机遇 。

大成基金姚余栋 ：

明年料迎“股债双牛”

本报记者 戴安琪

大成基金副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姚余栋表示，中国经济正持续复苏，受基数效应影响，明年GDP增速料前高后低。 2021年资管市场将迎来股市慢牛、债券小牛的“股债双牛 ”。

他认为，今年第一季度产出缺口急剧下滑 ，流动性缺口急剧扩张，资产表现较好的品种为利率债与成长股 ；第二季度至第三季度，产出缺口开始逐渐修复，流动性缺口下行，利好周期股与高等级信用债；第四季度产出缺口与流动性缺口的搭配不变，关注可选消费和周期股。 预计经济延续修复态势，可能出现“股债双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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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新发展格局 资管大咖畅谈新机遇

大成基金姚余栋：

明年料迎“股债双牛”

□

本报记者 戴安琪

大成基金副总经理兼首

席经济学家姚余栋表示，中

国经济正持续复苏， 受基数

效应影响， 明年GDP增速料

前高后低。 2021年资管市场

将迎来股市慢牛、 债券小牛

的“股债双牛” 。

他认为， 今年第一季度产

出缺口急剧下滑， 流动性缺口

急剧扩张， 资产表现较好的品

种为利率债与成长股； 第二季

度至第三季度， 产出缺口开始

逐渐修复，流动性缺口下行，利

好周期股与高等级信用债；第

四季度产出缺口与流动性缺口

的搭配不变， 关注可选消费和

周期股。 预计经济延续修复态

势，可能出现“股债双牛” 。

基金经理：

科技军工领域存在投资机会

□

本报记者 戴安琪 实习记者 王方圆

日前，多位基金经理在由基煜基金主办、中国证券

报特别支持的“2020中国机构投资者资产管理北京峰

会” 上表示，科技创新、军工等领域存在投资机会，消

费、医疗保健板块也被看好。

民生加银基金副总经理于善辉预计， 明年A股上

市公司整体利润增速在16%-25%左右。南方基金权益

投资研究部总经理茅炜表示， 相比2020年，2021年市

场流动性会有所收紧。 农银汇理基金固收部副总经理

郭振宇也表示，明年货币环境大概率有所收紧，相关时

间窗口可能出现在明年下半年。

海富通基金量化投资部总监杜晓海指出， 整体而

言，明年市场存在一定投资机会。华安基金总经理助理

许之彦坦言，黄金存在投资机会，金价至少在明年还会

“呈现比较好的态势” 。

国泰基金量化投资事业部投资总监艾小军指出，科

技创新领域存在巨大机会， 但可能暂时面临估值较高的

问题。此外，军工领域投资在短期内会有一些偏主题性和

事件驱动性的投资机会。郭振宇则认为，未来大的机会可

能出现在消费行业，此外也比较看好医疗保健行业。

机构人士表示

坚定看好明年资本市场

□

本报记者 戴安琪 实习记者 王方圆

日前，多位机构人士在由基煜基金主办、中国证券

报特别支持的“2020中国机构投资者资产管理北京峰

会” 上表示，坚定看好明年资本市场。 资管机构之间应

加强合作，探索数字化转型和科技应用。

中国工商银行养老金总部副总经理周永发表示，

2021年仍然看好股票市场，整体方向上坚持轻指数、重

产品、重组合。 谈及大资管环境下保险资管的转型，泰

康资产管理公司副总经理李振蓬坦言， 保险资管需探

索数字化转型，一是需要实现公司内部数据的打通，满

足流程机动化的需求；二是大力发展科技，通过科技手

段，把投研的经验固化，提升投资效率，助力投研发展。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公司副总裁韩松表示， 保险资

管行业发展中要关注科学技术的应用。 由于保险资管

兼具买方和卖方的双重属性， 太平资产管理公司副总

经理李宏提出， 未来看好保险资管与其他机构之间的

合作互补。

业内人士：

资管机构要实现合作共赢

□

本报记者 戴安琪

多位银行理财子公司负责人日前在基煜基金主

办、中国证券报特别支持的“2020中国机构投资者资

产管理北京峰会” 上表示，未来中国资产管理市场将是

很大的“蓝海市场” 。 各类资管机构应顺势而为，通过

合作共同推动行业发展。

工银理财副总裁刘劲松表示， 银行理财子公司与

市场其他同业机构首先是“竞争” 与“合作” 的关系；

其次“合” 大于“竞” ；最终是要实现合作共赢。

招银理财首席权益投资官范华认为， 居民财富在增

加，机构投资者的份额也在逐渐增加。“对于资管市场这块

大蛋糕来说，机构的份额越来越大，大家将来都有饭吃。 ”

谈及如何选择合作机构， 几位银行理财子公司负

责人有着不同的答案。农银理财副总裁孙建坤表示，在

选择合作机构时， 更看重机构的优势是否具有可持续

性，以及集团的作战能力。中邮理财执行董事兼副总经

理彭琨认为， 银行理财子公司在与其他资管机构合作

时要做到“知己知彼” 。

信银理财副总裁贺晋认为， 通过与基金和券商合

作，能够拓宽银行理财子公司的资本市场收益来源。基

于现在对收益稳定性的诉求， 理财子公司在与基金公

司合作时可能更注重绝对收益和中性策略方面。

展望未来，中国民生银行资产管理部总经理张昌林

认为，总体而言，预计明年股、债、商品都有机会，在权益

类产品配置上，希望与其他资管机构能有更多合作。

中国保险资管协会曹德云：

保险资管产品具有四大发展方向

□

本报记者 戴安琪

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

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曹德云表

示， 保险资管产品具有四大发

展方向，即加快产品化进程、稳

步推进产品创新、 提升产品开

发能力和完善相关运行机制。

曹德云认为， 保险资管产

品在当前已形成基本的产品种

类体系，具体包括：债权投资计

划、股权投资计划、组合类资管

产品、 资产支持计划和私募基

金等。 在保险资管产品“1+3”

制度规则发布和产品登记制实

施的推动下，2020年1-10月

份， 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

登记注册的债权投资计划、股

权投资计划和私募基金的合计

规模达6487亿元，较去年同期

大幅增长47.15%。 此外，保险

资管业基本形成以保险法和

《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为

基础，以《保险资产管理产品

管理暂行办法》《组合类保险

资产管理产品实施细则》《债

权投资计划实施细则》和《股

权投资计划实施细则》 为核

心，以《债权投资计划产品登

记管理规则》《股权投资计划

产品登记管理规则》及相应的

产品管理指引、 估值指引等自

律规则为操作标准的管理制度

体系，覆盖了产品设立、发行、

管理、 信息披露及风险控制等

主要环节和重点领域。

展望未来， 保险资管产品

应加快产品化进程， 稳步推进

产品创新、 提升产品开发能力

和完善相关运行机制。他表示，

具体来看， 一是落实好产品登

记制，强化市场主体风险责任；

二是应用金融科技， 提升产品

运作效率； 三是提高产品标准

化程度，适当增加流动性；四是

加强产品风险防控， 维护产品

质量； 五是加快市场体系培育

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

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管局王颖：

金融科技赋能和责任投资是趋势

□

本报记者 戴安琪

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

理局副局长王颖表示， 金融

科技赋能和责任投资是未来

资管行业的发展趋势。

她认为， 金融与科技的

融合是北京的突出优势，金

融科技的深入应用将有效推

动资产管理的高效安全发

展，提高资产配置的精准性。

“十四五” 时期，北京将建设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建设以

科技创新、服务业开放、数字

经济为主要特征的自由贸易

试验区， 金融科技将加速优

化和提升， 全方位赋能资管

行业规范创新发展。 同时，北

京正在建设全球绿色金融与

可持续金融中心， 提出 “到

2035年北京碳排放率先达峰

后持续下降” 的量化环境目

标， 为责任投资带来更加广

阔的市场和发展空间。

交银理财金旗：

指数化投资是理财资金入市首选

□

本报记者 戴安琪

交银理财总裁金旗表示，

指数化投资是理财资金进入

股票市场的首选，是顺势而为

的选择。

具体来看，他认为，首先，

我国市场投资者结构不成熟，

投资机构化将是最终趋势，资

产管理之路任重道远； 其次，

机构化市场将对资产管理业

务提出更高要求，指数化投资

将成为无法忽视的主要发展

模式之一；最后，权益资产达

到一定规模之后，通过指数工

具进入权益市场的需求较大，

指数化投资发展空间巨大。

此外，金旗表示，银行理财

资金也为指数化投资发展助

力。 一是成为市场表率，践行指

数化投资； 二是树立价值投资

的理念； 三是为市场提供长期

资金；四是分散风险，提高理性

投资的占比；五是推动中国资本

市场走向成熟；六是帮助中国A

股投资者获取稳健的投资收益。

国寿资管于泳：

挑战和机遇并存

□

本报记者 戴安琪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副总裁于泳表示， 开放

格局下与全球资管公司竞争

等挑战， 迎来了市场对资管

业务的需求不断增加， 资本

市场健全完善等带来的更多

投资机遇。

于泳认为， 巨大的发展

机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 市场对资管业务的

需求将不断增加。 居民财富

配置结构逐渐转向金融资产

主导， 将为资管业务注入强

大动能； 养老保障第三支柱

加快发展； 全球资本增配中

国，外资增持A股比例和外资

持债规模将快速提升。

另一方面， 资本市场健

全完善将提供更多投资机

遇。 债券市场提质增量，未来

有望保持年均两位数增长；

股票市场吸引力更趋增强，

注册制将推动资本市场优胜

劣汰机制更加顺畅，险资、外

资、 年金等长线资金入市渠

道持续拓宽， 为市场注入源

头活水；另类市场迎来“新基

建” 重大利好，长三角、粤港

澳等增长引擎带来广阔的另

类投资机遇。

基煜基金王翔：

资管行业头部化和专业化将提速

□

本报记者 戴安琪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总裁王翔日前在基煜基

金主办、 中国证券报特别支

持的“2020中国机构投资者

资产管理北京峰会” 上表

示，面对快速发展的时代，资

管行业需要做好专业能力强

化、业务转型升级、技术升级

和用好外部专业服务机构的

准备。

具体来看， 首先是做好

专业能力强化和业务转型

升级的准备，迎接行业的新

变化。 王翔认为，2020年是

资管行业政策红利逐步释

放的一年，带来了很多新的

业务形态和机会，预计资管

行业会加速走向头部化和

专业化。

其次是做好技术升级的

准备，拥抱IT和数字化。

与此同时， 还需要做好

利用外部专业服务机构的准

备。 “从海外经验来看，大型

资产管理机构的风格类型往

往比较全面， 以匹配不同类

型的投资者需求。 银行理财、

公募基金、保险资管、券商资

管、 信托等各类资管机构各

有所长，合作远大于竞争。优

秀的资产管理机构需要外部

专业服务机构的支持， 所以

和外部机构的合作能力本

身， 是一种把投资工具转换

成 解 决 方 案 的 核 心 竞 争

力。 ” 王翔说。

� 由基煜基金主办、中国证券报特别支持的“2020中国机构投资者资产管理北京峰会” 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