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抓得住的流量 玩不转的投资

网红私募集体“卸妆”

本报记者 张舒琳

近日，有传言称知名私募基金经理、财经大V吴悦风管理的嘉越月风投资创世号产品清盘，最新净值已跌破 0.7元。 更引发市场关注的是，吴悦风微博已经停更多日，最新一条动态停留在 1月11日，此后不断有投资者发出质疑或鼓励的声音。 事实上，近期，包括吴悦风在内的多位私募大V，一改以往频繁活跃在互联网平台的高调作风，开始变得沉默寡言。

令人费解的是，曾经乘上流量的东风，名气与规模双丰收的多位私募大V，为何如今纷纷淡出公众视野？ 经历过业绩滑铁卢、公开道歉、产品清盘等风波后，一些网红私募相继“隐身” 。 在业内人士看来看，能力圈单一、集中押注、高杠杆等是大V们“翻车” 的主因。 随着潮水退去，最终仍然要以投资能力见真章。

部分大V近期战绩不佳

私募大V从活跃走向沉默，一切或与业绩压力有关。

2022年，私募圈头部大V吴悦风从沣京资本离职，加入嘉越投资，其管理的嘉越月风投资创世号因重仓人工智能（AI）板块获得了不错的涨幅 ，在2023年6月的单位净值达到最高点 1.51元，超额收益率一度超过 30%。 然而，随着市场一路下行 ，该产品净值不断走低 。 今年以来，该产品表现依旧不佳，净值陆续跌破0.8元 、0.7元，最新净值从最高点回撤已超过50%。

对于这只产品清盘的传言，据其回复，鉴于近期产品净值表现承压，希望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做好投资研究上，以期后续净值能有更好的表现，目前 ，该产品仍正常运作，但希望暂停接收新增申购资金，并暂时停止产品净值在三方代销平台的展示 。

作 为 微 博 粉 丝 超 过 285 万 人 的 知 名 大 V 、 私 募 基 金 经 理 ， 吴 悦 风 颇 有 人 气 ， 历 史 业 绩 较 为 突 出 。 在 沣 京 资 本 任 职 期 间 ， 吴 悦 风 共 管 理 9 只 基 金 ， 截 至 其 离 职 时 ， 平 台 有 展 示 数 据 的 6 只 产 品 年 化 收 益 均 在 10 % 以 上 。 目 前 ， 吴 悦 风 是 嘉 越 投 资 合 伙 人 和 基 金 经 理 。 基 金 业 协 会 数 据 显 示 ， 嘉 越 投 资 管 理 规 模 在 0-5 亿 元 区 间 ， 实 控 人 、 总 经 理 姜 海 洋 持 有 51 % 股 份 ， 吴 悦 风 持 有 10 % 的 股 份 。

吴悦风的投资风格较为集中。 彼时他曾表示与沣京资本合伙人在风格和理念上存在差异 ，其投资风格偏左侧，沣京资本的 3个合伙人都是保险体系出身，风格相对更稳健 ，且由于沣京资本的产品在一些大渠道代销，风险收益需要考虑到大部分客户的承受力，而吴悦风则希望在控制回撤的前提下，更偏向积极进攻 。

同样选择淡出公众视野的网红还有“私募魔女” 李蓓。

2022年，本就在圈内小有名气的半夏投资创始人李蓓因在线征友直接火“出圈” ，在一篇文章末尾 ，李蓓详细展示了自己征友的标准，包括“985” 以上学历、身高 178厘米以上 、年龄在 20-50岁之间、颜值在人群中前 20%、热爱事业等。 名气伴随着八卦而来，“百亿私募女王寻找真爱” 的话题走红社交媒体平台。

此前，她经常在半夏投资微信公号上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2021年还结合自己的感情生活分析房地产市场，形容“再也回不到从前” 。 基金经理主动披露自己的感情生活，并配上抓人眼球的文案 ，这样的风格一度让其引发争议 。

2022年11月，李蓓发文《站在新一轮牛市的起点》，引发市场关注，2023年 10月，李蓓又在月报中高呼“将来这一轮牛市行情的级别，大概率超越 5年一遇 ，可能是 10年甚至 20年一遇的级别” ，关于“美元黄昏” 的两篇爆款文章更是走红全网，阅读量10万+，影响力超过了许多专业媒体。

犀 利 的 发 言 达 到 了 提 升 基 金 经 理 知 名 度 的 宣 传 效 果 ， 也 让 私 募 迎 来 规 模 丰 收 ， 火 富 牛 平 台 数 据 显 示 ， 2021 年 年 中 ， 半 夏 投 资 规 模 在 5 亿 -10 亿 元 区 间 ， 随 后 一 路 攀 升 ， 2022 年 初 达 到 50 亿 -100 亿 元 区 间 ， 2022 年 年 底 更 是 晋 升 为 百 亿 级 私 募 。

不过，有观点认为，基金经理应该更关注于投研，靠“博眼球 ” 吸引资金提升规模的方法并不长久。 火富牛数据显示，截至4月12日，近一年以来，半夏投资旗下代表产品半夏稳健混合宏观对冲净值回撤29.78%，对比之下 ，同期作为业绩比较基准的沪深 300指数下跌 11.93%。 另一只产品半夏宏观对冲回撤 20.59%，同样大幅跑输同期业绩比较基准。

不 过 ， 拉 长 时 间 来 看 ， 李 蓓 历 史 业 绩 不 俗 ， 其 管 理 的 部 分 产 品 自 成 立 以 来 获 得 了 翻 倍 收 益 。

网红私募逐渐走下神坛

盘点网红私募的起起落落，不难发现，风光大多是暂时的，持续的名气并不意味着持久的优秀业绩。

部 分 大 V 用 业 绩 进 行 了 自 证 。 目 前 仍 然 活 跃 的 一 些 头 部 大 V 管 理 的 私 募 机 构 ， 如 但 斌 管 理 的 东 方 港 湾 、“陈 营 长 极 品 投 资 ” 陈 宇 创 办 的 神 农 投 资 、 谭 昊 创 办 的 彼 得 明 奇 以 及 基 金 经 理 何 纯 所 在 的 盛 冠 达 资 产 ， 业 绩 经 受 住 了 时 间 考 验 ， 在 近 两 年 风 格 多 变 的 市 场 行 情 中 依 旧“抗 打 ” 。

然而，许多私募大V未能抗住市场的风云突变，经历业绩大跌、向持有人道歉 、隐匿净值、产品清盘等风波后，逐渐走下神坛。

例如，在微博上拥有超两百万粉丝的知名大V“水晶苍蝇拍 ” 李杰，目前仍活跃在微博平台，还有不少拥趸，然而 ，其管理的汇蠡水晶稳健基金、汇蠡水晶睿选基金早已不在三方网站公开显示产品净值，其管理的汇蠡水晶稳健基金在 2021、2022、2023年连续三年收益为负，2022年更是出现超过50%的最大回撤。 对于业绩的低迷，他曾反思，主要原因包括对仓位管理偏迟钝 ，个人能力圈更多关注中游制造业和科技产业，对于周期类公司包括资源型企业理解不足等。

李杰是无锡汇蠡投资管理中心合伙人，2019年加入汇蠡投资，他从2007年起成为职业投资人，著有《股市进阶之道 一个散户的自我修养》与《公司价值分析：案例与实践》两本畅销书。 据基金业协会数据 ，汇蠡投资成立于2017年12月1日，管理规模已经从曾经的20亿-50亿元区间滑落至5亿 -10亿元区间 ，全职员工也从十余人缩减至9人。

被网友戏称为“大金链子 ” 的百亿级私募海南希瓦私募基金创始人梁宏以及粉丝超过30万的大V“省心省力” 均有过因业绩大跌公开道歉的经历。 曾因长持银行股大赚而走红的私募大V云蒙，成立私募后更是亏到清盘，产品业绩最低点时净值仅剩0.12元，出现巨大亏损的主要原因在于重仓港股金融品种以及高杠杆。 大V“朋克民族” 的私募生命周期更加短暂 ，其管理的私募产品净值在成立不足一年后就跌破0.7元，迅速宣告清盘。 令人争议的是，该基金经理多次满仓操作互联网品种，在满仓情况下除了比较估值 、 适

当挪仓，已无其它可做的操作。

近日，还有名为“文宽的自由之路” 的私募大V爆仓离场，其曾经通过融资加杆杆抄底白酒而资产大幅增长，成为三方平台知名大V，并发行了自己的私募产品，成为职业投资人。 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文宽又因为再次高杆杆重仓白酒遭遇爆仓。 如今，这位大V另起小号，在三方平台上与针对自己的人“互怼” ，并称希望通过卖大闸蟹东山再起。

以投资能力见真章

即使争议声不断，但基金经理“出圈” 带来的回报显而易见。

盘点网红私募的管理规模，不少私募大V关联的“网红” 私募已经迈过了5亿元管理规模门槛。 据私募排排网统计的72家私募大V关联私募，截至4月初，近一半私募已经迈过 5亿元管理规模门槛，其中，有8家规模在5亿元-10亿元之间，5家规模在10亿元-20亿元之间，8家规模在20亿元-50亿元之间。 颇具名气的“大佬” 创立或关联的私募管理规模更加突出，共有5家规模在50亿元 -100亿元之间，还有6家公司规模已超过100亿元。

据三方平台数据 ，截至2024年 4月8日，已更新3月底业绩的 61家大V关联私募一季度收益率均值为1.03%，其中获得正收益的私募有 27家，占比44.26%

在业内人士看来，能力圈单一、集中押注、高杠杆、追热点等是私募大V“翻车” 的普遍原因。 一些私募大V因重仓某一赛道而走红，并将这一经验如法炮制 ，押对了净值飞涨 ，押错一次则满盘皆输。

“不少被清仓的大V私募产品都是重仓某单一行业板块，并且在市场风格与预期不一致时，依然高度集中。 当遇到较大的系统性风险时，没有通过降低仓位做出防御动作。 ” 一位私募基金经理表示。

北京一位 FOF基金经理直言 ：“一些自己炒股挣钱走红后转而管理私募产品的大V，过往通过集中投资在几只翻倍大牛股上赚到了钱，但错把时代的阿尔法当成自身的能力。 我们认为，股票私募的核心竞争力是管理人能够选择好的股票品种构建组合投资，而不是在于他所投的股票的竞争力。 ”

相聚资本投资总监王建东认为，押注式投资很容易踩错节奏，如果将策略变为集中式的押宝式投资，尽管阶段性表现会非常好，但长期来看净值波动极大，一旦出现失误代价非常惨重。 相比之下 ，均衡策略更符合投资者资产保值增值 、获得稳健合理回报的初衷。

据 一 位 大 型 券 商 人 士 介 绍 ， 不 少 私 募 大 V 管 理 的 产 品 并 未 进 入 公 司 代 销 产 品 池 ， 尤 其 是 对 基 金 经 理 管 理 风 格 不 稳 定 、 业 绩 波 动 较 大 的 产 品 ， 渠 道 往 往 十 分 谨 慎 。 “通 常 而 言 ， 进 入 代 销 池 的 硬 性 条 件 包 括 管 理 规 模 超 过 10 亿 元 、 有 较 长 时 间 的 历 史 业 绩 、 净 值 表 现 较 好 以 及 管 理 人 不 能 有 太 多 负 面 消 息 等 。 ” 他 表 示 ， 很 多 网 红 私 募 并 不 符 合 条 件 ， 产 品 销 售 以 公 司 直 销 为 主 ， 客 户 主 要 是 冲 着

管 理 人 的 名 气 而 来 。

流 量 也 好 ， 名 声 也 罢 ， 若 没 有 持 续 的 业 绩 支 撑 ， 粉 丝 的 期 许 也 会 转 为 负 面 舆 论 压 力 。 潮 水 退 去 ， 私 募 大 V 最 终 仍 然 要 以 投 资 能 力 见 真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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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大V近期战绩不佳

私募大V从活跃走向沉默， 一切或与业绩

压力有关。

2022年， 私募圈头部大V吴悦风从沣京资

本离职，加入嘉越投资，其管理的嘉越月风投资

创世号因重仓人工智能（AI）板块获得了不错

的涨幅， 在2023年6月的单位净值达到最高点

1.51元，超额收益率一度超过30%。 然而，随着

市场一路下行， 该产品净值不断走低。 今年以

来，该产品表现依旧不佳，净值陆续跌破0.8元、

0.7元，最新净值从最高点回撤已超过50%。

对于这只产品清盘的传言，据其回复，鉴于

近期产品净值表现承压， 希望将更多的精力放

在做好投资研究上， 以期后续净值能有更好的

表现，目前，该产品仍正常运作，但希望暂停接

收新增申购资金， 并暂时停止产品净值在三方

代销平台的展示。

作为微博粉丝超过285万人的知名大V、

私募基金经理，吴悦风颇有人气，历史业绩较

为突出。在沣京资本任职期间，吴悦风共管理9

只基金，截至其离职时，平台有展示数据的6只

产品年化收益均在10%以上。 目前，吴悦风是

嘉越投资合伙人和基金经理。 基金业协会数据

显示，嘉越投资管理规模在0-5亿元区间，实控

人、总经理姜海洋持有51%股份，吴悦风持有

10%的股份。

吴悦风的投资风格较为集中。 彼时他曾表

示与沣京资本合伙人在风格和理念上存在差

异，其投资风格偏左侧，沣京资本的3个合伙人

都是保险体系出身，风格相对更稳健，且由于沣

京资本的产品在一些大渠道代销， 风险收益需

要考虑到大部分客户的承受力， 而吴悦风则希

望在控制回撤的前提下，更偏向积极进攻。

同样选择淡出公众视野的网红还有 “私募

魔女” 李蓓。

2022年， 本就在圈内小有名气的半夏投资

创始人李蓓因在线征友直接火“出圈” ，在一篇

文章末尾，李蓓详细展示了自己征友的标准，包

括“985” 以上学历、身高178厘米以上、年龄在

20-50岁之间、颜值在人群中前20%、热爱事业

等。 名气伴随着八卦而来，“百亿私募女王寻找

真爱” 的话题走红社交媒体平台。

此前， 她经常在半夏投资微信公号上分享

自己的心路历程，2021年还结合自己的感情生

活分析房地产市场，形容“再也回不到从前” 。

基金经理主动披露自己的感情生活， 并配上抓

人眼球的文案，这样的风格一度让其引发争议。

2022年11月，李蓓发文《站在新一轮牛市

的起点》，引发市场关注，2023年10月，李蓓又

在月报中高呼“将来这一轮牛市行情的级别，大

概率超越5年一遇，可能是10年甚至20年一遇的

级别” ，关于“美元黄昏” 的两篇爆款文章更是

走红全网，阅读量10万+，影响力超过了许多专

业媒体。

犀利的发言达到了提升基金经理知名度

的宣传效果，也让私募迎来规模丰收，火富牛

平台数据显示，2021年年中，半夏投资规模在5

亿-10亿元区间， 随后一路攀升，2022年初达

到50亿-100亿元区间，2022年年底更是晋升

为百亿级私募。

不过，有观点认为，基金经理应该更关注于

投研，靠“博眼球” 吸引资金提升规模的方法并

不长久。火富牛数据显示，截至4月12日，近一年

以来， 半夏投资旗下代表产品半夏稳健混合宏

观对冲净值回撤29.78%，对比之下，同期作为业

绩比较基准的沪深300指数下跌11.93%。 另一

只产品半夏宏观对冲回撤20.59%， 同样大幅跑

输同期业绩比较基准。

不过， 拉长时间来看， 李蓓历史业绩不

俗， 其管理的部分产品自成立以来获得了翻

倍收益。

网红私募逐渐走下神坛

盘点网红私募的起起落落，不难发现，风光

大多是暂时的， 持续的名气并不意味着持久的

优秀业绩。

部分大V用业绩进行了自证。 目前仍然活

跃的一些头部大V管理的私募机构， 如但斌管

理的东方港湾、“陈营长极品投资” 陈宇创办

的神农投资、谭昊创办的彼得明奇以及基金经

理何纯所在的盛冠达资产，业绩经受住了时间

考验， 在近两年风格多变的市场行情中依旧

“抗打” 。

然而， 许多私募大V未能抗住市场的风云

突变，经历业绩大跌、向持有人道歉、隐匿净值、

产品清盘等风波后，逐渐走下神坛。

例如， 在微博上拥有超两百万粉丝的知名

大V“水晶苍蝇拍” 李杰，目前仍活跃在微博平

台，还有不少拥趸，然而，其管理的汇蠡水晶稳

健基金、 汇蠡水晶睿选基金早已不在三方网站

公开显示产品净值， 其管理的汇蠡水晶稳健基

金在2021、2022、2023年连续三年收益为负，

2022年更是出现超过50%的最大回撤。 对于业

绩的低迷，他曾反思，主要原因包括对仓位管理

偏迟钝， 个人能力圈更多关注中游制造业和科

技产业， 对于周期类公司包括资源型企业理解

不足等。

李杰是无锡汇蠡投资管理中心合伙人，

2019年加入汇蠡投资，他从2007年起成为职业

投资人，著有《股市进阶之道 一个散户的自我

修养》与《公司价值分析：案例与实践》两本畅

销书。据基金业协会数据，汇蠡投资成立于2017

年12月1日，管理规模已经从曾经的20亿-50亿

元区间滑落至5亿-10亿元区间，全职员工也从

十余人缩减至9人。

被网友戏称为“大金链子” 的百亿级私募

海南希瓦私募基金创始人梁宏以及粉丝超过30

万的大V“省心省力” 均有过因业绩大跌公开

道歉的经历。 曾因长持银行股大赚而走红的私

募大V云蒙，成立私募后更是亏到清盘，产品业

绩最低点时净值仅剩0.12元， 出现巨大亏损的

主要原因在于重仓港股金融品种以及高杠杆。

大V“朋克民族” 的私募生命周期更加短暂，其

管理的私募产品净值在成立不足一年后就跌破

0.7元，迅速宣告清盘。 令人争议的是，该基金经

理多次满仓操作互联网品种， 在满仓情况下除

了比较估值、适当挪仓，已无其它可做的操作。

近日，还有名为“文宽的自由之路” 的私募

大V爆仓离场， 其曾经通过融资加杆杆抄底白

酒而资产大幅增长，成为三方平台知名大V，并

发行了自己的私募产品， 成为职业投资人。 但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文宽又因为再次高杆杆

重仓白酒遭遇爆仓。 如今，这位大V另起小号，

在三方平台上与针对自己的人“互怼” ，并称希

望通过卖大闸蟹东山再起。

以投资能力见真章

即使争议声不断，但基金经理“出圈” 带来

的回报显而易见。

盘点网红私募的管理规模， 不少私募大V

关联的“网红” 私募已经迈过了5亿元管理规模

门槛。 据私募排排网统计的72家私募大V关联

私募，截至4月初，近一半私募已经迈过5亿元管

理规模门槛，其中，有8家规模在5亿元-10亿元

之间，5家规模在10亿元-20亿元之间，8家规模

在20亿元-50亿元之间。 颇具名气的“大佬” 创

立或关联的私募管理规模更加突出，共有5家规

模在50亿元-100亿元之间， 还有6家公司规模

已超过100亿元。

据三方平台数据， 截至2024年4月8日，已

更新3月底业绩的61家大V关联私募一季度收

益率均值为1.03%， 其中获得正收益的私募有

27家，占比44.26%

在业内人士看来，能力圈单一、集中押注、

高杠杆、追热点等是私募大V“翻车” 的普遍原

因。 一些私募大V因重仓某一赛道而走红，并将

这一经验如法炮制，押对了净值飞涨，押错一次

则满盘皆输。

“不少被清仓的大V私募产品都是重仓某

单一行业板块， 并且在市场风格与预期不一致

时， 依然高度集中。 当遇到较大的系统性风险

时，没有通过降低仓位做出防御动作。 ” 一位私

募基金经理表示。

北京一位FOF基金经理直言：“一些自己炒

股挣钱走红后转而管理私募产品的大V， 过往

通过集中投资在几只翻倍大牛股上赚到了钱，

但错把时代的阿尔法当成自身的能力。 我们认

为， 股票私募的核心竞争力是管理人能够选择

好的股票品种构建组合投资， 而不是在于他所

投的股票的竞争力。 ”

相聚资本投资总监王建东认为， 押注式投

资很容易踩错节奏， 如果将策略变为集中式的

押宝式投资，尽管阶段性表现会非常好，但长期

来看净值波动极大， 一旦出现失误代价非常惨

重。 相比之下，均衡策略更符合投资者资产保值

增值、获得稳健合理回报的初衷。

据一位大型券商人士介绍，不少私募大V

管理的产品并未进入公司代销产品池， 尤其

是对基金经理管理风格不稳定、 业绩波动较

大的产品，渠道往往十分谨慎。“通常而言，进

入代销池的硬性条件包括管理规模超过10亿

元、有较长时间的历史业绩、净值表现较好以

及管理人不能有太多负面消息等。 ” 他表示，

很多网红私募并不符合条件， 产品销售以公

司直销为主， 客户主要是冲着管理人的名气

而来。

流量也好，名声也罢，若没有持续的业绩

支撑，粉丝的期许也会转为负面舆论压力。潮

水退去， 私募大V最终仍然要以投资能力见

真章。

抓得住的流量 玩不转的投资

网红私募集体“卸妆”

近日，有传言称知名私募

基金经理、 财经大V吴悦风管

理的嘉越月风投资创世号产

品清盘， 最新净值已跌破0.7

元。 更引发市场关注的是，吴

悦风微博已经停更多日，最新

一条动态停留在1月11日，此

后不断有投资者发出质疑或

鼓励的声音。 事实上，近期，包

括吴悦风在内的多位私募大

V， 一改以往频繁活跃在互联

网平台的高调作风，开始变得

沉默寡言。

令人费解的是，曾经乘上

流量的东风，名气与规模双丰

收的多位私募大V， 为何如今

纷纷淡出公众视野？ 经历过业

绩滑铁卢、公开道歉、产品清

盘等风波后，一些网红私募相

继“隐身” 。 在业内人士看来

看，能力圈单一、集中押注、高

杠杆等是大V们“翻车” 的主

因。 随着潮水退去，最终仍然

要以投资能力见真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