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部利得基金权益投资团队：

拥抱科技潮流 聚焦新兴产业投资

【简介】

何奇，曾任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分析师、高级分析师，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部研究员、高级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基金经理；2020年6月加入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总经理助理、投资总监、权益投资部总经理、研究部总经理、基金经理。

陈蒙，曾任英伟达半导体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工程师，金思维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金融分析师，上海从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员，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员；2020年6月加入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基金经理。

杜朋哲，曾任华兴证券有限公司研究员；2020年 4月加入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基金经理。

吴海健，曾任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研究员，合景泰富地产控股有限公司资本副总监等职务；2020年8月加入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基金经理。

本报记者 王鹤静

过去五年，制造、消费等核心资产投资顺势而起，看业绩、算估值成为了选股的重中之重。 未来三年，随着人工智能迅速崛起，新一轮科技浪潮席卷而来，0到1阶段的科技公司如雨后春笋，市销率、商业模式、技术创新甚至是想象空间，都将成为重要的风向指标。

顺应时代变化，加速认知迭代，西部利得基金权益投资团队积极拥抱科技潮流。 来自权益投资团队的基金经理何奇、陈蒙、杜朋哲、吴海健近期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团队将以高端制造、科技两大新兴产业方向为主线，打造人工智能时代下的投资新业态。

打造新兴产业投资专业团队

中国证券报：公司搭建了怎样的权益投资团队？ 形成了怎样的组织体系？

何奇：西部 利 得 基 金 推 崇 IT 文 化 ， 所 以 权 益 团 队 整 体 比 较 年 轻 。 三 年 来 ， 团 队 初 步 形 成 了 较 为 多 元 的 人 才 梯 队 ， 以 公 募 基 本 面 投 研 体 系 为 基 石 ， 汇 聚 了 来 自 券 商 自 营 、 保 险 等 多 元 化 投 资 风 格 。 目 前 ， 团 队 共 有 10 位 主 动 权 益 基 金 经 理 ， 过 去 三 年 公 司 一 年 期 、 三 年 期 的 权 益 基 金 业 绩 均 有 所 进 步 ， 权 益 产 品 规 模 也 获 得 了 几 倍 的 增 长 。

在组织体系上，我们把基金经理和研究员打通，分到了消费、周期、科技、制造、海外5个小组里，基金经理和研究员共同参与研究的过程 ，实现投研一体化的深度融合。

并 且 ， 我 们 把 所 有 的 股 票 分 成 了 4 种 投 资 机 会 ， 即 红 利 、 价 值 、 景 气 、 主 题 ， 研 究 员 按 照 这 四 个 方 向 研 究 ， 基 金 经 理 也 会 从 这 四 个 方 向 和 研 究 员 进 行 交 流 。 这 样 长 期 下 来 ， 团 队 在 资 产 配 置 逻 辑 和 行 业 分 析 体 系 方 面 能 够 保 持 一 致 。

中国证券报：权益投资团队内部如何实现有效分工与合作赋能？

何奇：团队在选人的时候 ，我们会有意识地选择跟我 们 的 投 资 理 念 、 重 点 发 展 方 向 相 匹 配 的 人 才 ， 并 且 要 让 对 方 能 够 融 入 到 这 个 体 系 里 面 。 我 们 的 体 系 比 较 开 放 和 多 元 ， 也 在 持 续 动 态 调 整 ， 追 求 百 花 齐 放 ， 希 望 团 队 成 员 在 发 挥 个 性 的 同 时 ， 能 够 形 成 投 研 合 力 。

陈蒙：从研究背景来讲，我偏科技成长多些 ，对团队主要做科技成长方向的输出和补强。 我们团队的自由度比较大，基金经理的策略风格、管理组合方式都有着显著差异。 在管理产品上，我对自己的定位是用工具性产品去做锐度 ，主动管理型产品就要把下限管理好，提供相对较高的胜率。

杜朋哲：除了 组 合 投 资 管 理 之 外 ， 我 还 在 帮 助 团 队 搭 建 投 研 互 动 平 台 。 2022 年 ， 我 从 研 究 员 升 为 基 金 经 理 ， 所 以 对 基 金 经 理 和 研 究 员 双 方 的 需 求 都 相 对 比 较 熟 悉 ， 通 过 在 研 究 员 和 基 金 经 理 之 间“牵 线 搭 桥 ” ， 希 望 能 够 帮 助 团 队 提 高 投 研 转 换 效 率 。 目 前 ， 团 队 整 体 的 工 作 氛 围 还 是 挺 好 的 ， 研 究 员 和 基 金 经 理 之 间 的 交 流 也 比 较 通 畅 。

吴海健：首先，我的研究背景偏中游制造和周期，在团队中主要是和研究员一起挖掘相关的投资机会，形成有效的投资建议和操作 ，提高投研转换效率。 其次 ，在投资方面，团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投资理念 、策略风格及擅长的领域 ，我对自己的定位是紧跟智能制造产业变化，把握投资机会，做到锐而有度 。

中国证券报：在权益投资团队的共同努力下，目前搭建起了怎样的产品体系和投研体系？

何奇：我们的产品体系可以概括为“一体两翼” 策略 ，即新制造和新科技为“两翼” ，新均衡为“主体 ” ，致力于打造新兴产业投资专家的角色 。

投资体系上，团队主要遵循宏观高度、产业深度、量化宽度 、个股精度四个维度，基于对市场择时、仓位和风格判断，做横向行业对比与纵向周期判断 ，通过量化选股与主观研判相结合形成备选池，并且经过深度研究形成配置池，最终进入实盘组合。

量化对我们团队的投研赋能其实是比较大的，而且公司自上而下都比较重视AI量化工具，尤其是这波人工智能产业趋势起来以后，大家可能更加重视AI量化工具在择时、选股方面的能力，然后把这个内嵌到我们自己的投研体系里面。

中国证券报：新兴产业投资方面，未来主要有哪些布局方向？

何奇：所谓新兴产业，总体有两大方向：一个是高端制造，涵盖新能源 、机器人、高端机床、高端仪器设备等领域 ；另一个是科技，包括芯片 、人工智能、元宇宙、信创等领域。 此外，医药 、新兴消费、战略资源等也是团队未来布局的方向。

陈蒙：整体来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 、结构转型的趋势明确 ，权益是长久期资产，无论是公司层面还是我们权益投资团队，都希望能够配置具备长期生命力的方向。

杜朋哲：我个人偏消费方向，所以从定位上来看，我可能短期会把精力放在医药上。 作为重要的新兴产业分支，医药是公司未来布局的重点 ，我也会在医药领域加大研究力度和深度 。

吴海健：目前 ， 我 在 高 端 制 造 、 科 技 成 长 这 块 花 费 的 精 力 会 多 点 。 科 技 领 域 的 变 化 特 别 快 ， 供 给 端 的 技 术 突 破 或 者 需 求 端 的 应 用 爆 发 ， 可 能 会 带 来 非 常 大 的 产 业 变 化 和 投 资 机 会 ， 所 以 需 要 对 科 技 类 公 司 进 行 紧 密 跟 踪 。

把握科技成长市场主线

中国证券报：展望 2024年，有哪些看好的方向和机会？

何奇：长期维度，我们比较看好偏成长性的方向。

短期维度 ，未来一两年科技成长可能都是市场主线，一是人工智能，这是目前全球最强的产业趋势，可能也是未来十年最大的科技浪潮；二是数据要素，目前国内在大力推动，包括数据局成立，后续可能会有政策文件继续推动产业发展 ；三是自主可控，在大国博弈的背景下，涉及“卡脖子 ” 环节的相关产业持续会有机会 。

我们对前面几轮的科技产业浪潮做过复盘，科技股投资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主题投资、商业模式落地、“科技 +” 赋能传统 。 2022年到2023年上半年，国内应该都是主题投资阶段；2023年下半年以后应该是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应用开始落地，其实就是看谁落地速度快 ，谁的商业模式率先跑通 ，谁的技术和盈利模式转变得快 ，相应的股价可能会表现较强。

陈蒙：目 前 ， 市 场 预 期 差 最 大 的 方 向 是 顺 周 期 ， 一 致 性 较 强 的 方 向 是 科 技 ， 所 以 我 们 会 做 两 手 准 备 。 顺 周 期 行 业 可 能 主 要 是 沿 着 销 售 和 开 工 方 向 ， 其 次 是 家 电 板 块 ； 科 技 行 业 中 ， 我 会 重 点 关 注 应 用 端 。

杜朋哲：在当前的宏观背景下，对于 2024年的消费市场 ，我重点看好三个方向。

一是医药 。 2024年医药市场将迎来恢复 ，另外随着国产药械创新速度加快，部分创新药械公司在海外市场也将迎来放量，当前医药板块估值处在历史较低分位数，存在较好的投资机会 。

二是消费品出海。 2024年，随着美联储降息周期来临，美国地产景气度有望触底回暖，叠加中国消费品产品力和渠道力提升，有较大的出海机会 ，值得重点关注。

三是消费高股息资产。 经历了两年多的调整，部分消费板块曾经的核心资产估值消化得比较充分，行业产能过剩的情况也逐步缓解，企业经营发展模式也从过去的注重成长转向注重盈利质量和分红率的提升 。 因此，有望迎来消费传统核心资产估值体系切换过程中的投资机会。

吴海健：2024年我们依然看好科技主题 ，稳增长可能有阶段性行情。 海外加息节奏放缓 ，利好科技这类长久期资产。 具体板块上，我们比较看好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人形机器人及智能驾驶等方向上技术突破带来的投资机会 。

此外，在政策和基本面驱动的情况下，今年整个地产链可能会有阶段性机会。 政策方面，今年趋势应该是边际向好的，行业具有一定的估值弹性；基本面上，当前地产销售数据在较低水平，加上政策托底，数据有望企稳；交易层面来看，估值水平和交易资金筹码都处于不错的位置 ，赔率较高，但具体的时间点还需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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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科技成长市场主线

中国证券报： 展望2024年，有

哪些看好的方向和机会？

何奇：长期维度，我们比较看

好偏成长性的方向。

短期维度，未来一两年科技成

长可能都是市场主线，一是人工智

能， 这是目前全球最强的产业趋

势，可能也是未来十年最大的科技

浪潮；二是数据要素，目前国内在

大力推动，包括数据局成立，后续

可能会有政策文件继续推动产业

发展；三是自主可控，在大国博弈

的背景下，涉及“卡脖子” 环节的

相关产业持续会有机会。

我们对前面几轮的科技产业

浪潮做过复盘，科技股投资可以分

为三个阶段， 分别是主题投资、商

业模式落地、“科技+” 赋能传统。

2022年到2023年上半年， 国内应

该都是主题投资阶段；2023年下半

年以后应该是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应用开始落地，其实就是看谁落地

速度快， 谁的商业模式率先跑通，

谁的技术和盈利模式转变得快，相

应的股价可能会表现较强。

陈蒙：目前，市场预期差最大

的方向是顺周期， 一致性较强的

方向是科技， 所以我们会做两手

准备。 顺周期行业可能主要是沿

着销售和开工方向， 其次是家电

板块；科技行业中，我会重点关注

应用端。

杜朋哲： 在当前的宏观背景

下，对于2024年的消费市场，我重

点看好三个方向。

一是医药。2024年医药市场将

迎来恢复，另外随着国产药械创新

速度加快，部分创新药械公司在海

外市场也将迎来放量，当前医药板

块估值处在历史较低分位数，存在

较好的投资机会。

二是消费品出海。 2024年，随

着美联储降息周期来临，美国地产

景气度有望触底回暖，叠加中国消

费品产品力和渠道力提升，有较大

的出海机会，值得重点关注。

三是消费高股息资产。 经历了

两年多的调整，部分消费板块曾经

的核心资产估值消化得比较充分，

行业产能过剩的情况也逐步缓解，

企业经营发展模式也从过去的注

重成长转向注重盈利质量和分红

率的提升。 因此，有望迎来消费传

统核心资产估值体系切换过程中

的投资机会。

吴海健：2024年我们依然看好

科技主题，稳增长可能有阶段性行

情。 海外加息节奏放缓，利好科技

这类长久期资产。 具体板块上，我

们比较看好人工智能、 卫星互联

网、人形机器人及智能驾驶等方向

上技术突破带来的投资机会。

此外，在政策和基本面驱动的

情况下，今年整个地产链可能会有

阶段性机会。 政策方面，今年趋势

应该是边际向好的，行业具有一定

的估值弹性；基本面上，当前地产

销售数据在较低水平，加上政策托

底，数据有望企稳；交易层面来看，

估值水平和交易资金筹码都处于

不错的位置，赔率较高，但具体的

时间点还需进一步观察。

吴海健，曾任长江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高级研究员，合景

泰富地产控股有限公司资本

副总监等职务；2020年8月加

入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现任基金经理。

西部利得基金权益投资团队：

拥抱科技潮流 聚焦新兴产业投资

□本报记者 王鹤静

过去五年，制造、消费等

核心资产投资顺势而起，看

业绩、 算估值成为了选股的

重中之重。 未来三年，随着人

工智能迅速崛起， 新一轮科

技浪潮席卷而来，0到1阶段

的科技公司如雨后春笋，市

销率、商业模式、技术创新甚

至是想象空间， 都将成为重

要的风向指标。

顺应时代变化， 加速认

知迭代， 西部利得基金权益

投资团队积极拥抱科技潮

流。 来自权益投资团队的基

金经理何奇、陈蒙、杜朋哲、

吴海健近期在接受中国证券

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团队将

以高端制造、 科技两大新兴

产业方向为主线， 打造人工

智能时代下的投资新业态。

打造新兴产业投资专业团队

中国证券报：公司搭建了怎样的权

益投资团队？ 形成了怎样的组织体系？

何奇： 西部利得基金推崇 IT文

化，所以权益团队整体比较年轻。 三

年来，团队初步形成了较为多元的人

才梯队，以公募基本面投研体系为基

石，汇聚了来自券商自营、保险等多

元化投资风格。 目前，团队共有10位

主动权益基金经理，过去三年公司一

年期、三年期的权益基金业绩均有所

进步，权益产品规模也获得了几倍的

增长。

在组织体系上， 我们把基金经理

和研究员打通，分到了消费、周期、科

技、制造、海外5个小组里，基金经理和

研究员共同参与研究的过程， 实现投

研一体化的深度融合。

并且，我们把所有的股票分成了

4种投资机会，即红利、价值、景气、主

题， 研究员按照这四个方向研究，基

金经理也会从这四个方向和研究员

进行交流。 这样长期下来，团队在资

产配置逻辑和行业分析体系方面能

够保持一致。

中国证券报： 权益投资团队内部

如何实现有效分工与合作赋能？

何奇：团队在选人的时候，我们会

有意识地选择跟我们的投资理念、重

点发展方向相匹配的人才，并且要让

对方能够融入到这个体系里面。 我们

的体系比较开放和多元，也在持续动

态调整，追求百花齐放，希望团队成

员在发挥个性的同时，能够形成投研

合力。

陈蒙：从研究背景来讲，我偏科技

成长多些， 对团队主要做科技成长方

向的输出和补强。 我们团队的自由度

比较大，基金经理的策略风格、管理组

合方式都有着显著差异。 在管理产品

上， 我对自己的定位是用工具性产品

去做锐度， 主动管理型产品就要把下

限管理好，提供相对较高的胜率。

杜朋哲： 除了组合投资管理之

外，我还在帮助团队搭建投研互动平

台。 2022年，我从研究员升为基金经

理，所以对基金经理和研究员双方的

需求都相对比较熟悉，通过在研究员

和基金经理之间“牵线搭桥” ，希望

能够帮助团队提高投研转换效率。 目

前， 团队整体的工作氛围还是挺好

的，研究员和基金经理之间的交流也

比较通畅。

吴海健：首先，我的研究背景偏中

游制造和周期， 在团队中主要是和研

究员一起挖掘相关的投资机会， 形成

有效的投资建议和操作， 提高投研转

换效率。 其次，在投资方面，团队每个

人都有自己的投资理念、 策略风格及

擅长的领域， 我对自己的定位是紧跟

智能制造产业变化，把握投资机会，做

到锐而有度。

中国证券报： 在权益投资团队的

共同努力下， 目前搭建起了怎样的产

品体系和投研体系？

何奇： 我们的产品体系可以概括

为“一体两翼” 策略，即新制造和新科

技为“两翼” ，新均衡为“主体” ，致力

于打造新兴产业投资专家的角色。

投资体系上， 团队主要遵循宏观

高度、产业深度、量化宽度、个股精度

四个维度，基于对市场择时、仓位和风

格判断， 做横向行业对比与纵向周期

判断， 通过量化选股与主观研判相结

合形成备选池， 并且经过深度研究形

成配置池，最终进入实盘组合。

量化对我们团队的投研赋能其实

是比较大的， 而且公司自上而下都比

较重视AI量化工具，尤其是这波人工

智能产业趋势起来以后， 大家可能更

加重视AI量化工具在择时、选股方面

的能力， 然后把这个内嵌到我们自己

的投研体系里面。

中国证券报：新兴产业投资方面，

未来主要有哪些布局方向？

何奇：所谓新兴产业，总体有两大

方向：一个是高端制造，涵盖新能源、

机器人、高端机床、高端仪器设备等领

域；另一个是科技，包括芯片、人工智

能、元宇宙、信创等领域。 此外，医药、

新兴消费、 战略资源等也是团队未来

布局的方向。

陈蒙：整体来看，经济新旧动能转

换、结构转型的趋势明确，权益是长久

期资产， 无论是公司层面还是我们权

益投资团队， 都希望能够配置具备长

期生命力的方向。

杜朋哲：我个人偏消费方向，所以

从定位上来看， 我可能短期会把精力

放在医药上。 作为重要的新兴产业分

支，医药是公司未来布局的重点，我也

会在医药领域加大研究力度和深度。

吴海健：目前，我在高端制造、科

技成长这块花费的精力会多点。 科

技领域的变化特别快，供给端的技术

突破或者需求端的应用爆发，可能会

带来非常大的产业变化和投资机

会， 所以需要对科技类公司进行紧

密跟踪。

何奇， 曾任长江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研究部分析师、 高级

分析师，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投资部研究员、高级研究

员、 基金经理助理， 基金经理；

2020年6月加入西部利得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现任总经理助理、

投资总监、 权益投资部总经理、

研究部总经理、基金经理。

陈蒙，曾任英伟达半导体

科技 （上海） 有限公司工程

师，金思维投资咨询（上海）

有限公司金融分析师，上海从

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员，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研究员；2020年6月加入西

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

任基金经理。

杜朋哲，曾任华兴证券

有限公司研究员；2020年4

月加入西部利得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现任基金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