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奔公” 成新潮

基金“城头变幻大王旗”

本报记者 徐金忠

“相比前两年在公募做出业绩后就自己做私募的模式，最近的趋势是较为稳定的公募基金人才阵营正在形成。 他们出身公募、扎根公募。 这一批人天然带着公募基金的思维来做投资，是市场中的长线力量。 对于公募基金公司来讲，压力来自于运用适当的体制、机制来培养和留住这一批人。 ” 这是一家银行系基金公司总经理观察到的公募基金行业新变化。

确实如此，近期有东方红资产管理、前海开源基金等公募平台频频出现高管层面变动，但这些离职的高管，选择的多是“公奔公” 的模式。 观察公募机构的基金经理，相比此前密集“奔私” 的情况，为了寻找更多更优质资源、更好更灵活的机制而在公募平台之间“跳槽” 正在逐渐成为行业的主流。

大佬密集“流动”

3月12日晚，东方红资产管理在深交所发布公告称，国内最早一批固定收益基金经理之一、东方红资产管理公司副总经理饶刚因个人原因离职。 据悉，饶刚职业生涯下一站有望加入陈光明旗下的睿远基金公司。 在披露饶刚离任的同时，东方红资管官网也挂出了最新的人事任命信息。 该公司副总经理张锋将出任首席投资官，原公司公募固定收益投资部总经理胡伟担任公司总助 。 原光大证券研究所所长胡雅丽任公司总助、权益研究部总经理。

3月13日，前海开源基金发布了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 公告显示，由于个人发展原因，贾红波自 3月11日离任前海开源基金总经理一职。 即日起，由该公司董事长王兆华接任总经理。 资料显示，贾红波是资管行业的老将，在银行、基金行业人脉广泛。 他曾于 2014年至2017年 3月任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秘书长等职，主要分管私募行业的自律管理，在行业内颇具名气 。 这位大佬职业生涯的下一站则或是转战北京一家“个人系” 基金公司。

自2020年以来，给力的市场环境，造就了一批业绩突出的基金经理。 但是相比此前“公而优则私”的模式，选择新的公募平台，正在成为这些“公募人”的主流模式。 例如，中银基金的陈军离任后加盟东吴基金，任常务副总裁；国泰基金基金经理高楠离职后加盟恒越基金，出任公司投资副总监、权益投资部总监；新华基金副总经理兼投资总监崔建波在离任后，加入了方正富邦基金，担任首席投资官；农银汇理基金付娟在离职后则加入申万菱信基金，出任投资总监。

与此同时，还有大批公募行业的新兵老将自立门户，继续在公募基金行业打拼。 3月5日，证监会批复了兴合基金成立，成为2021年获批的第一家个人系公募。 根据批复，该基金成立时名称已出现变更，由原来的“富华玖创基金”更名为“兴合基金”，注册资本1亿元。 自然人股东程丹倩、王锋均出自公募，两人曾经在华商基金担任高管多年；而另一位股东高昕目前则担任私募基金中经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这些自立门户的打拼者，也不断传出佳话 。 最新一例是，今年三八妇女节前夕，公募基金圈迎来重磅女将回归。 3月6日，汇泉基金发布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孟朝霞将出任公司董事长一职，原公司董事长杨宇转任基金经理。 孟朝霞是公募基金行业中为人熟知的女强人，她此前历任融通基金、国联安基金总经理，更早之前，则担任富国基金副总经理近 5年之久。 此次是她在离职国联安总经理近一年时间之后，重返基金行业一线。 孟朝霞另一个身份则是杨宇的妻子 ，他俩也是基金圈多年以来津津乐道的一对伉俪 ，随着她加入汇泉基金，公募基金行业首次出现夫妻联手创业的佳话。

“私奔” VS“公奔”

公募基金 2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投资大佬特别是执掌公募基金公司领军人物的来来往往，一直以来备受外界关注 。 资料显示 ，从1998年至今的公募基金发展历程来看，高管变更数量超过 100位的年份有11年，第一次是发生在 2008年（125位）。 随后，公募高管的变更数量一路上升，并先后突破了 200位、300位关口。

曾有人将公募基金高管、基金经理离职加盟私募机构的情况，称作“奔私潮” 。 一旦市场行情配合、公募基金业绩突出，一些公募机构的高管、基金经理便“如过江之鲫” 般纷纷奔私。

华宝证券曾在2019年3月做过一份研究报告。 当时的数据显示 ，截至2019年1月底，已在协会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共 24194家，其中登记机构类型为证券投资类的管理人有 8882家。 在所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中，有公募背景的管理人有 561家，占证券投资类管理人总数的 6 .3%。 几个有趣的现象是：“华夏系” 基金经理最热衷奔私。 对“公奔私” 基金经理原供职公募基金进行统计 ，有32家私募基金管理人的法人代表来自华夏基金，是所有公募基金中数量最多的。 从“公奔私” 私募证券基金的成立时间看 ，历史上有过几波“奔私” 小高峰，与 A股牛市时点不谋而合。 事实上，随着行业的发展，近年来“公奔私” 的投资大佬越来越多，而且因为有公募

基础，这些大佬吸引的市场资金量级较大。 例如在 2020年5月，东方红资产管理副总经理、公募权益投资部总经理林鹏离职，随后出任上海和谐汇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 和谐汇一首只私募产品轻松募集超过百亿元资金。

近年来，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公募机构管理和投研人士“公奔公” 的现象越来越多。 当然，这也不是说在“公奔私” 的道路上，“人踪” 就此绝迹 。 还是有一批公募基金行业的优秀人才转战私募行业。 例如，工银瑞信基金曾在2020年 9月发布公告称，该公司的董事长郭特华因个人原因离任。 在当年 11月，郭特华向中基协提交了私募公司———海南富道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首次登记材料。 海南富道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和总经理均为郭特华，个人持股比例为100%。

“公募基金机构为资产管理行业输送了大量人才。 这一方面说明公募基金行业的人才无论从职业素养、管理能力、投资能力等各方面都受到资产管理行业的认可 ，为大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公募基金行业留不住人才的窘境 ，特别是在市场化的体制机制方面，公募基金行业给人的感觉是跟不上潮流，‘公奔私’ 一度成为‘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的尴尬诠释。 ” 前述银行系公募基金公司总经理表示 。

事实上确实如此，此前一位“奔私” 的投资大佬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自己出走的理由就是：“机制不行、投入产出比扭曲。 虽然是相对排名，但是机制上非常短视 ，而且收入水平跟精力付出不成正比，自己的专业能力受到很多方面因素掣肘 。 我还是认可我自己的选择。 ” 虽然不愿意过多评论“老东家” ，这位投资大佬还是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公募加紧培养投研团队

既然“公奔” 有取代“私奔” 的势头，那么公募平台需要比拼什么，以此留住优秀的人才 ？

永赢基金总经理芦特尔在讲到用人和留人的方法时，曾经讲道：首先是企业文化，永赢基金希望为员工营造将工作当作事业来做的氛围 ，而不仅仅是养家糊口的工具，在实际业务中营造良好工作氛围；其次，在公司这个平台上 ，要给有能力的人才有足够的成长空间，防止在工作中消磨日子的情况出现。 当然，还要提供一个有竞争力的薪酬体系，公司也在考虑长效激励机制。 对于权益团队 ，今后也会考虑适当向市场化倾斜。

一大批基金公司正在通过各种手段，培养和留住人才。 不过，目前来看，各家机构推进的速度和力度各有不同。 这也成为一些公募基金高管和投资大佬在各家平台之间流动的原因。 “饶刚这次去睿远基金，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两边的激励机制不对等，券商资管这边没办法提供足够的激励，而那边提供的条件又足够优厚。 投资大佬到了一定位置，需要得到各方面的认可。 ” 有知情人士表示。

此前，2月5日晚，证监会官网披露了《关于核准睿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变更股权的批复》，备受瞩目的睿远基金股权激励终于“落地” 。 批复文件显示，睿远基金第二大股东、公司副总经理傅鹏博将其持有的20 .51%股权转让给赵枫以及上海怡远企业管理中心等4个有限合伙企业。 股权变更完成之后，睿远基金注册资本保持 1亿元不变，总经理陈光明仍持有睿远基金55%股权，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此外，统计资料显示，刚刚过去的2020年，就有广发基金、东方基金股权激励相继落地，员工股权激励在基金公司中由点及面地铺开。 据初步统计 ，目前全行业大概有30多家基金公司设立了员工持股平台或者个人持股，一些头部机构更是率先在股权激励上实现突破 。

不过，公募基金行业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针对高管的体制机制改变，还需要酝酿 ，但是在投研团队的培养和提升上，我们相对有自主权，先从这边入手。 ” 上海一家基金公司的总经理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在这方面，基金公司正在行动。 其中，基金经理的培养，成为多家基金公司最近的一个大动作。 此前，兴证全球基金发布公告，旗下兴全合宜、兴全有机增长、兴全优选进取三个月FOF等三只基金分别增聘杨世进 、钱鑫、丁凯琳为基金经理。 公司表示，上述三位均为公司近些年内部培养出来的优秀投研人员，在综合评估之后晋升为基金经理。

“先留住基金经理，留住基金经理可以承接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这些基金经理会成长，会进入管理层，会为公司和行业提供长期的力量。 不过 ，这些人也会在一定的时候，遇到更高的体制机制问题，所以不断突破和创新，是行业保持生命力所必须的。 ” 上述银行系基金公司总经理如是总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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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佬密集“流动”

3月12日晚，东方红资产管理在深交所发布

公告称，国内最早一批固定收益基金经理之一、

东方红资产管理公司副总经理饶刚因个人原因

离职。据悉，饶刚职业生涯下一站有望加入陈光

明旗下的睿远基金公司。 在披露饶刚离任的同

时， 东方红资管官网也挂出了最新的人事任命

信息。该公司副总经理张锋将出任首席投资官，

原公司公募固定收益投资部总经理胡伟担任公

司总助。 原光大证券研究所所长胡雅丽任公司

总助、权益研究部总经理。

3月13日，前海开源基金发布了高级管理人

员变更公告。 公告显示，由于个人发展原因，贾

红波自3月11日离任前海开源基金总经理一职。

即日起，由该公司董事长王兆华接任总经理。资

料显示，贾红波是资管行业的老将，在银行、基

金行业人脉广泛。 他曾于2014年至2017年3月

任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秘书长等职， 主要

分管私募行业的自律管理，在行业内颇具名气。

这位大佬职业生涯的下一站则或是转战北京一

家“个人系” 基金公司。

自2020年以来，给力的市场环境，造就了一

批业绩突出的基金经理。但是相比此前“公而优

则私” 的模式，选择新的公募平台，正在成为这

些“公募人” 的主流模式。 例如，中银基金的陈

军离任后加盟东吴基金，任常务副总裁；国泰基

金基金经理高楠离职后加盟恒越基金， 出任公

司投资副总监、权益投资部总监；新华基金副总

经理兼投资总监崔建波在离任后， 加入了方正

富邦基金，担任首席投资官；农银汇理基金付娟

在离职后则加入申万菱信基金，出任投资总监。

与此同时，还有大批公募行业的新兵老将自

立门户，继续在公募基金行业打拼。 3月5日，证监

会批复了兴合基金成立，成为2021年获批的第一

家个人系公募。 根据批复，该基金成立时名称已

出现变更，由原来的“富华玖创基金”更名为“兴

合基金” ，注册资本1亿元。自然人股东程丹倩、王

锋均出自公募，两人曾经在华商基金担任高管多

年；而另一位股东高昕目前则担任私募基金中经

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这些自立门户的打拼者，也不断传出佳话。

最新一例是，今年三八妇女节前夕，公募基金圈

迎来重磅女将回归。3月6日，汇泉基金发布高级

管理人员变更公告， 孟朝霞将出任公司董事长

一职，原公司董事长杨宇转任基金经理。孟朝霞

是公募基金行业中为人熟知的女强人， 她此前

历任融通基金、国联安基金总经理，更早之前，

则担任富国基金副总经理近5年之久。此次是她

在离职国联安总经理近一年时间之后， 重返基

金行业一线。 孟朝霞另一个身份则是杨宇的妻

子， 他俩也是基金圈多年以来津津乐道的一对

伉俪，随着她加入汇泉基金，公募基金行业首次

出现夫妻联手创业的佳话。

“私奔” VS“公奔”

公募基金2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 投资大佬

特别是执掌公募基金公司领军人物的来来往

往，一直以来备受外界关注。 资料显示，从1998

年至今的公募基金发展历程来看， 高管变更数

量超过100位的年份有11年， 第一次是发生在

2008年（125位）。 随后，公募高管的变更数量

一路上升，并先后突破了200位、300位关口。

曾有人将公募基金高管、 基金经理离职加

盟私募机构的情况，称作“奔私潮” 。 一旦市场

行情配合、公募基金业绩突出，一些公募机构的

高管、基金经理便“如过江之鲫” 般纷纷奔私。

华宝证券曾在2019年3月做过一份研究报

告。 当时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月底，已在

协会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共24194家，其中登

记机构类型为证券投资类的管理人有8882家。

在所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中， 有公募背

景的管理人有561家，占证券投资类管理人总数

的6.3%。 几个有趣的现象是：“华夏系” 基金经

理最热衷奔私。对“公奔私” 基金经理原供职公

募基金进行统计， 有32家私募基金管理人的法

人代表来自华夏基金， 是所有公募基金中数量

最多的。从“公奔私” 私募证券基金的成立时间

看，历史上有过几波“奔私” 小高峰，与A股牛

市时点不谋而合。 事实上，随着行业的发展，近

年来“公奔私” 的投资大佬越来越多，而且因为

有公募基础， 这些大佬吸引的市场资金量级较

大。 例如在2020年5月，东方红资产管理副总经

理、公募权益投资部总经理林鹏离职，随后出任

上海和谐汇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董事长、总经理。 和谐汇一首只私募产品轻

松募集超过百亿元资金。

近年来，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公募机构管理

和投研人士“公奔公” 的现象越来越多。 当然，

这也不是说在“公奔私” 的道路上，“人踪” 就

此绝迹。 还是有一批公募基金行业的优秀人才

转战私募行业。例如，工银瑞信基金曾在2020年

9月发布公告称，该公司的董事长郭特华因个人

原因离任。在当年11月，郭特华向中基协提交了

私募公司———海南富道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的首次登记材料。 海南富道注册资本为1000万

元， 法定代表人、 执行董事和总经理均为郭特

华，个人持股比例为100%。

“公募基金机构为资产管理行业输送了大

量人才。 这一方面说明公募基金行业的人才无

论从职业素养、管理能力、投资能力等各方面都

受到资产管理行业的认可， 为大行业的发展提

供了有力支撑；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公募基金行

业留不住人才的窘境， 特别是在市场化的体制

机制方面， 公募基金行业给人的感觉是跟不上

潮流，‘公奔私’ 一度成为‘人往高处走、水往

低处流’ 的尴尬诠释。 ” 前述银行系公募基金公

司总经理表示。

事实上确实如此，此前一位“奔私” 的投资

大佬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自己出走的理由就

是：“机制不行、投入产出比扭曲。 虽然是相对

排名，但是机制上非常短视，而且收入水平跟精

力付出不成正比， 自己的专业能力受到很多方

面因素掣肘。我还是认可我自己的选择。 ” 虽然

不愿意过多评论“老东家” ，这位投资大佬还是

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公募加紧培养投研团队

既然“公奔” 有取代“私奔” 的势头，那么

公募平台需要比拼什么，以此留住优秀的人才？

永赢基金总经理芦特尔在讲到用人和留人

的方法时，曾经讲道：首先是企业文化，永赢基

金希望为员工营造将工作当作事业来做的氛

围，而不仅仅是养家糊口的工具，在实际业务中

营造良好工作氛围；其次，在公司这个平台上，

要给有能力的人才有足够的成长空间， 防止在

工作中消磨日子的情况出现。当然，还要提供一

个有竞争力的薪酬体系， 公司也在考虑长效激

励机制。对于权益团队，今后也会考虑适当向市

场化倾斜。

一大批基金公司正在通过各种手段， 培养

和留住人才。 不过，目前来看，各家机构推进的

速度和力度各有不同。 这也成为一些公募基金

高管和投资大佬在各家平台之间流动的原因。

“饶刚这次去睿远基金， 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两

边的激励机制不对等， 券商资管这边没办法提

供足够的激励，而那边提供的条件又足够优厚。

投资大佬到了一定位置， 需要得到各方面的认

可。 ” 有知情人士表示。

此前，2月5日晚，证监会官网披露了《关于

核准睿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变更股权的批

复》， 备受瞩目的睿远基金股权激励终于 “落

地” 。 批复文件显示，睿远基金第二大股东、公

司副总经理傅鹏博将其持有的20.51%股权转让

给赵枫以及上海怡远企业管理中心等4个有限

合伙企业。股权变更完成之后，睿远基金注册资

本保持1亿元不变，总经理陈光明仍持有睿远基

金55%股权，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此外，统计资料显示，刚刚过去的2020年，

就有广发基金、东方基金股权激励相继落地，员

工股权激励在基金公司中由点及面地铺开。 据

初步统计， 目前全行业大概有30多家基金公司

设立了员工持股平台或者个人持股， 一些头部

机构更是率先在股权激励上实现突破。

不过，公募基金行业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针对高管的体制机制改变，还需要酝酿，但是

在投研团队的培养和提升上， 我们相对有自主

权，先从这边入手。 ” 上海一家基金公司的总经

理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在这方面，基金公司正

在行动。 其中，基金经理的培养，成为多家基金

公司最近的一个大动作。 此前，兴证全球基金发

布公告，旗下兴全合宜、兴全有机增长、兴全优

选进取三个月FOF等三只基金分别增聘杨世

进、钱鑫、丁凯琳为基金经理。公司表示，上述三

位均为公司近些年内部培养出来的优秀投研人

员，在综合评估之后晋升为基金经理。

“先留住基金经理，留住基金经理可以承接

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这些基金经理会成长，会进

入管理层，会为公司和行业提供长期的力量。不

过，这些人也会在一定的时候，遇到更高的体制

机制问题，所以不断突破和创新，是行业保持生

命力所必须的。 ” 上述银行系基金公司总经理

如是总结。

“公奔公” 成新潮

基金“城头变幻大王旗”

□本报记者 徐金忠

“相比前两年在公募做出业绩后就自己做私募的模式，最近的趋势是较为稳定的公募基金人才阵营正在形成。他们出身公募、扎根

公募。 这一批人天然带着公募基金的思维来做投资，是市场中的长线力量。 对于公募基金公司来讲，压力来自于运用适当的体制、机制

来培养和留住这一批人。 ” 这是一家银行系基金公司总经理观察到的公募基金行业新变化。

确实如此，近期有东方红资产管理、前海开源基金等公募平台频频出现高管层面变动，但这些离职的高管，选择的多是“公奔公”

的模式。观察公募机构的基金经理，相比此前密集“奔私” 的情况，为了寻找更多更优质资源、更好更灵活的机制而在公募平台之间“跳

槽” 正在逐渐成为行业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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