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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新闻

首募规模提升 权益类基金发行回暖

随着市场演绎出一波强劲上涨行情， 权益类新

基金的发行显现回暖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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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和

9

月新成立的股票

型基金平均发行份额均突破

10

亿份， 近期基金公司

发行权益类基金的热情也明显升温

南方基金权益投资总监史博表示， 大数据投资

有可能对传统投资产生颠覆性影响。 作为对传统投

资模式的有效提升， 南方基金有信心通过对互联网

大数据的研发和应用，为持有人创造更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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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面对面

史博：大数据将颠覆传统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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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动向

市场调整压力增大

基金四季度看好油气铁路

公募基金人士对未来市场谨慎乐观， 他们认为

大盘或面临短期调整，节后有望进一步反弹。 具体来

看， 四季度主要看好受益沪港通的蓝筹股和受益改

革的油气、铁路等板块

信托公司“造富” 记

一个与“类合伙人”有关的传说

基金业宜加速推行事业部制

一则数据让关心基金业的

人士十分揪心———截至本月初，

今年共有

139

名基金经理离职，

超过

2013

年全年离职基金经理

人数。 在这样的流失速度下，目

前基金经理平均管理年限已经

降至

3

年以下，仅为

2.74

年。

怎样留住资深的基金经

理， 成为近两年许多基金公司

最为头疼的问题。

2014

年初好

不容易出来一个基金事业部

制， 当时市场一片叫好， 认为

“分田到户”将有效提高基金经

理的积极性， 这下总该留得住

人了吧？没想到实行过程中，又

是一片质疑声， 比如事业部制

下的团队协作效应逐渐消失，

造成基金公司资源浪费， 又比

如

8

月份实行事业部制的基金

公司也有重量级基金经理挂印

而去，回归老体制等等。

但凡此种种， 并不能说明

基金公司推行事业部制将走上

失败之路。本位主义、协作效应

减少， 本身就是事业部制容易

产生的问题，这些问题产生了，

相关基金公司就应该警醒，如

何采取更有效的方式加强协

作，实现资源共享。

另外， 少数基金经理重新

投奔老体制， 肯定也有他们自

己的思考。但有一点需要清楚，

事业部是利润中心， 要求其负

责人既会做投资， 又会做营销

以提升资产管理规模， 这对基

金经理的要求更加全面和严

格，并非人人适合。当有的基金

经理更擅长投资而非营销时，

推行事业部制的基金公司应给

予其营销方面更大的支持，不

能包产到户一分了之。 而且当

有的基金经理短期业绩不好、

规模一时上不来时， 公司也宜

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总之，个

体户的感觉不能太强。

从笔者了解到的情况来

看，虽然质疑声很多，但一批中

小型基金公司仍在加紧制订事

业部制的考核管理方案， 因为

临近年底， 人才流失潮又将出

现， 如果没有过硬的机制或者

薪酬吸引人， 一批资深的基金

管理人肯定会另投他处。 这也

从侧面证实了笔者的一个判

断， 即基金事业部制虽然在操

作中有种种问题， 但其积极性

却是主要的， 面对阳光私募这

一业态的迅速崛起， 事业部制

是解决“王亚伟们”出走问题的

最现实途径。

相对于中小型基金公司，

大型基金公司对于事业部制的

实施并不积极， 他们对于自己

的薪酬与投资平台的优越性还

是有相当的自信， 但这点自信

在未来可能被实行事业部制的

中小基金公司的业绩不断消

减。从这方面来说，当下大型基

金公司谁率先实行员工持股或

事业部制， 谁继续留在第一阵

营的可能性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