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欧基金刘伟伟：把握时代机遇 掘金“双碳” 投资

本报记者 李岚君

中欧基金刘伟伟在展望“双碳” 投资机遇时认为，随着气候变化问题带来的一系列环境与经济挑战受到全球关注，加强绿色低碳科技攻关和推广利用带来了众多投资机遇。

在刘伟伟的投资格局之中，“双碳” 板块的产业发展和投资进阶交相辉映，扬绿水青山之帆，乘金山银山之舟。

扬帆正当时

当许多投资机构意识到“双碳” 的投资价值开始摩拳擦掌时，先行者刘伟伟已然蓄力扬帆。 履历显示，新能源和机械行业一直都是刘伟伟的深度研究领域，他拥有近 10年行业投研经验。

为学无间断，如流水行云，日进而不已也。 近年来，刘伟伟不断拓展能力圈，加深了对于电子、计算机、化工、建材等行业的认知。 刘伟伟说：“在实践投资的过程中，我知道自己不能局限在某几个行业，所以在拓展能力圈的过程中，我会沿着熟悉的新能源产业链，对其上下游进行拓宽。 ” 在2017年做专户投资的时候，刘伟

伟就花费相当多的精力去研究TMT行业。 2020年下半年，刘伟伟又一次把能力圈拓展到了建材和化工等领域。

作为一家聚焦主动投资的基金公司，中欧基金的投研人员都会根据自己的特长和性格找到自己的能力圈，并划定风格，协同分工，不断精进。 对刘伟伟来说，他的能力圈可以说是既懂产业，又懂技术，还懂公司。 这样的投研经历，契合了“双碳” 行业投资的高标准要求，也正是刘伟伟的专业所在。 根据最新披露的2021年

四季报，刘伟伟在管的中欧明睿新常态A近一年收益率47 .93%，同期业绩比较基准为-5 .92%。

刘伟伟认为，“双碳” 既是能源革命，更是科技革命。 西方国家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经历了50年-80年，中国只有 30年时间，意味着更陡峭的减排路径和更确定的发展机遇。 在国家政策和市场机制的“双轮驱动” 、资本和金融产业的大力扶持下，作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双碳” 技术的产业化前景广阔，相关领域或

将带来长期投资机会。

回首十年投资路 ，刘伟伟说：“投资是我非常喜欢的职业。 我上学的时候就一直希望把投资作为我的职业。 投资可以是一份可以终身从事的职业，一辈子做自己热爱的事情 。 在投资的过程中，如果能挖掘到优秀的公司，看着这些公司从小变大，也能带给我一种成就感。 ”

刘伟伟称 ，发掘好公司、陪伴好公司成长，是投资中最核心的部分。 投资也是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的过程，把资源配置到最好的产业和最好的公司。 投资的背后 ，有重要的社会意义，这也是投资和投机最本质的区别。

精选成长个股

总体上看 ，刘伟伟的投资风格是“硬核” 成长投资者———追求前瞻布局，把握产业趋势，聚焦高景气行业的优质白马龙头，同时以被低估的、业务发展迅速的“灰马” 或“黑马” 公司作为弹性配置，根据景气度和估值水平在各行业间调整配置比例，寻找兼具赛道贝塔和个股阿尔法的个 股 ，争取 为持有 人带来更 多超额 收

益。

知易行难 ，投资中找到高景气赛道绝不是件容易的事。 “像新能源车和光伏这类当下的高景气产业，在过去10年经历了无数轮的景气波动。 我们不是一级市场的PE投资，所以在景气度下行的周期中，也不要做过多的坚守。 ” 刘伟伟说，“我们会进行基本面研究对产业趋势做预判 ，规避整个产业景气度下行的阶段。 比如

说新能源车和光伏产业链，也曾经出现过某些年份的业绩同比下滑。 当我们能够建立足够深入的产业研究，就能提前看到行业的向下波动。 ”

具体在行业选择上，刘伟伟从四个维度出发进行研究。

一是宏观周期维度。 在刘伟伟看来，偏周期行业的投资机会很多时候源于对宏观周期的把握。 一方面，许多周期性行业的基本面主要受价格波动影响，而价格波动基本上和宏观周期的波动高度相关。 另一方面，周期性行业即使存在成长股，其基本面也易受宏观影响。

二是产业政策维度。 他认为，在A股的投资环境中，产业政策对很多行业的景气度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

三是技术变革维度。 刘伟伟主要聚焦成长股，这些公司又大多集中在科技成长领域，所以他较为重视研究科技创新视角下的产业趋势。

四是生活方式变化的维度。 对于“To� C” 商业模式的产业，刘伟伟看重的是生活方式的变迁。 尤其是消费品和互联网行业，公司的成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消费者的生活习惯改变。

细细品味 ，刘伟伟对于“行业趋势” 的把握，并不是完全自下而上，而是从中观产业视角出发。 这种用中观产业视角做投资有两个好处 ：一方面 ，能够比较好的结合时代特征，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产业趋势，不同阶段的大牛股都有时代的特征；另一方面 ，投资效率更高，挖掘到好的产业有助于找到一批优秀的企业。

刘伟伟强调：“做投资最后一定是落到公司层面，自下而上也是重要的环节 ，单靠自上而下会离公司比较远 。 ” 实际上，在刘伟伟的投资中，对于公司的深研，一直是他坚持的投资习惯。 刘伟伟力求做到实地调研和资料分析相结合，进行综合研究。 此外 ，除了对创新的研究和跟进，上市公司经营管理等同样是刘伟伟的关

注重点。 刘伟伟表示，除了自身多年的积累 ，也离不开中欧基金强大投研团队的大力支持。 这些年，中欧基金的“春笋计划”（投研人才培养计划）一直在不断完善 ，自己也是受益人之一。 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浓厚的投研文化和氛围使自己成长迅速，帮助自己形成了独特的投资理念和路径 。

市场波动带来机会

如今，“双碳” 是国家重要的战略方向 ，也是全球为数不多能够达成共识的重要领域。 刘伟伟相信，相关产业未来的发展空间巨大，同时也正处于快速增长的阶段；中国企业在新能源领域具备全球竞争力和领先优势 ，随着碳达峰碳中和进程的推进，相关公司将会得到更好的成长机遇。

对于2021年年底以来新能源赛道出现调整，刘伟伟表示，这一轮的调整与产业基本面关系不大 ，主要是受交易结构影响。 任何新兴产业都会经历波动，相关上市公司股价近期的调整属于长期发展过程中的正常波动，这种波动也为投资者带来了长期布局机会。

“过去这段时间，高景气行业纷纷出现大幅调整。 背后的原因并不是基本面发生了变化，而是交易层面的因素。 ” 刘伟伟表示，“2022年不会是单边市 ，市场调整之后，会出现更多的投资机会。 我看好一些和经济相关度较低的新兴成长领域，这些领域更多处在高速成长周期。 这些领域的长期成长逻辑并没有因为调整而

出现变化。 ”

刘伟伟将重点关注新能源汽车、光伏、储能、风电等“双碳” 领域的投资机会。

首先，他预计新能源车2022年的全球产销量预计将超过900万辆 ，增长超50%。 在跨过渗透率的临界点之后，行业将有望延续爆发趋势，市场份额持续提升的行业龙头将有望进一步提供超额收益机会。

其次，随着硅料新增产能投产，预计全球装机规模将持续攀升，2022年有望成为光伏行业的大年。

此外，他也看好储能行业。 储能应用场景广泛，电源侧储能、户用储能、工商业储能、便携式储能已经在海外市场快速增长。 随着国内出台“拉大峰谷价差” 等支持政策，国内储能市场有望在2022年迎来爆发。

同时，风电是可再生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 他认为，海上风电领域在补贴退出之后 ，将会在未来几年依靠技术逐步进入平价阶段，从而有望进入新一轮增长期。

刘伟伟表示，中欧碳中和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为主题型基金，投资于“双碳” 主题相关证券占非现金基金资产的比例不低于80%。 相比普通的主动管理型基金，主题基金的业绩波动可能较大，基金投资者可以先学习一下相关投资知识，充分了解其风险收益特征后再做出决策 。

人物简介 ：

刘伟伟，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 9年从业经验，2021年开始管理公募产品。 曾任农银汇理基金行业研究员、源实资产投资经理，2017年7月加入中欧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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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基金刘伟伟：

把握时代机遇 掘金“双碳” 投资

□本报记者 李岚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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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帆正当时

当许多投资机构意识到“双碳” 的投资价值开

始摩拳擦掌时，先行者刘伟伟已然蓄力扬帆。履历显

示， 新能源和机械行业一直都是刘伟伟的深度研究

领域，他拥有近10年行业投研经验。

为学无间断，如流水行云，日进而不已也。 近年

来，刘伟伟不断拓展能力圈，加深了对于电子、计算

机、化工、建材等行业的认知。 刘伟伟说：“在实践投

资的过程中，我知道自己不能局限在某几个行业，所

以在拓展能力圈的过程中， 我会沿着熟悉的新能源

产业链，对其上下游进行拓宽。 ” 在2017年做专户投

资的时候，刘伟伟就花费相当多的精力去研究TMT

行业。 2020年下半年， 刘伟伟又一次把能力圈拓展

到了建材和化工等领域。

作为一家聚焦主动投资的基金公司，中欧基金

的投研人员都会根据自己的特长和性格找到自己

的能力圈，并划定风格，协同分工，不断精进。 对刘

伟伟来说，他的能力圈可以说是既懂产业，又懂技

术，还懂公司。 这样的投研经历，契合了“双碳” 行

业投资的高标准要求， 也正是刘伟伟的专业所在。

根据最新披露的2021年四季报，刘伟伟在管的中欧

明睿新常态A近一年收益率47.93%，同期业绩比较

基准为-5.92%。

刘伟伟认为，“双碳” 既是能源革命，更是科技

革命。 西方国家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经历了50年-80

年，中国只有30年时间，意味着更陡峭的减排路径和

更确定的发展机遇。 在国家政策和市场机制的“双

轮驱动” 、资本和金融产业的大力扶持下，作为中国

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双碳” 技术的产业化前景

广阔，相关领域或将带来长期投资机会。

回首十年投资路，刘伟伟说：“投资是我非常喜

欢的职业。 我上学的时候就一直希望把投资作为我

的职业。投资可以是一份可以终身从事的职业，一辈

子做自己热爱的事情。在投资的过程中，如果能挖掘

到优秀的公司，看着这些公司从小变大，也能带给我

一种成就感。 ”

刘伟伟称，发掘好公司、陪伴好公司成长，是投

资中最核心的部分。 投资也是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的

过程，把资源配置到最好的产业和最好的公司。投资

的背后，有重要的社会意义，这也是投资和投机最本

质的区别。

精选成长个股

总体上看， 刘伟伟的投资风格是 “硬

核” 成长投资者———追求前瞻布局，把握产

业趋势，聚焦高景气行业的优质白马龙头，

同时以被低估的、业务发展迅速的“灰马”

或“黑马” 公司作为弹性配置，根据景气度

和估值水平在各行业间调整配置比例，寻找

兼具赛道贝塔和个股阿尔法的个股，争取为

持有人带来更多超额收益。

知易行难，投资中找到高景气赛道绝

不是件容易的事。 “像新能源车和光伏这

类当下的高景气产业，在过去10年经历了

无数轮的景气波动。 我们不是一级市场的

PE投资， 所以在景气度下行的周期中，也

不要做过多的坚守。 ” 刘伟伟说，“我们会

进行基本面研究对产业趋势做预判，规避

整个产业景气度下行的阶段。 比如说新能

源车和光伏产业链，也曾经出现过某些年

份的业绩同比下滑。 当我们能够建立足够

深入的产业研究，就能提前看到行业的向

下波动。 ”

具体在行业选择上，刘伟伟从四个维度

出发进行研究。

一是宏观周期维度。 在刘伟伟看来，偏

周期行业的投资机会很多时候源于对宏观

周期的把握。 一方面，许多周期性行业的基

本面主要受价格波动影响，而价格波动基本

上和宏观周期的波动高度相关。 另一方面，

周期性行业即使存在成长股，其基本面也易

受宏观影响。

二是产业政策维度。 他认为，在A股的

投资环境中，产业政策对很多行业的景气度

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是技术变革维度。刘伟伟主要聚焦成

长股， 这些公司又大多集中在科技成长领

域，所以他较为重视研究科技创新视角下的

产业趋势。

四是生活方式变化的维度。 对于“To�

C” 商业模式的产业，刘伟伟看重的是生活

方式的变迁。 尤其是消费品和互联网行业，

公司的成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消费者的生

活习惯改变。

细细品味，刘伟伟对于“行业趋势” 的

把握，并不是完全自下而上，而是从中观产

业视角出发。这种用中观产业视角做投资有

两个好处：一方面，能够比较好的结合时代

特征， 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产业趋势，

不同阶段的大牛股都有时代的特征；另一方

面，投资效率更高，挖掘到好的产业有助于

找到一批优秀的企业。

刘伟伟强调：“做投资最后一定是落到

公司层面，自下而上也是重要的环节，单靠

自上而下会离公司比较远。 ” 实际上，在刘

伟伟的投资中，对于公司的深研，一直是他

坚持的投资习惯。刘伟伟力求做到实地调研

和资料分析相结合， 进行综合研究。 此外，

除了对创新的研究和跟进，上市公司经营管

理等同样是刘伟伟的关注重点。 刘伟伟表

示，除了自身多年的积累，也离不开中欧基

金强大投研团队的大力支持。 这些年，中欧

基金的 “春笋计划”（投研人才培养计划）

一直在不断完善，自己也是受益人之一。 完

善的人才培养体系、浓厚的投研文化和氛围

使自己成长迅速，帮助自己形成了独特的投

资理念和路径。

市场波动带来机会

如今，“双碳” 是国家重要的战略方向，

也是全球为数不多能够达成共识的重要领

域。 刘伟伟相信，相关产业未来的发展空间

巨大，同时也正处于快速增长的阶段；中国

企业在新能源领域具备全球竞争力和领先

优势，随着碳达峰碳中和进程的推进，相关

公司将会得到更好的成长机遇。

对于2021年年底以来新能源赛道出现

调整，刘伟伟表示，这一轮的调整与产业基

本面关系不大，主要是受交易结构影响。 任

何新兴产业都会经历波动，相关上市公司股

价近期的调整属于长期发展过程中的正常

波动，这种波动也为投资者带来了长期布局

机会。

“过去这段时间，高景气行业纷纷出现

大幅调整。背后的原因并不是基本面发生了

变化，而是交易层面的因素。 ” 刘伟伟表示，

“2022年不会是单边市， 市场调整之后，会

出现更多的投资机会。我看好一些和经济相

关度较低的新兴成长领域，这些领域更多处

在高速成长周期。这些领域的长期成长逻辑

并没有因为调整而出现变化。 ”

刘伟伟将重点关注新能源汽车、 光伏、

储能、风电等“双碳” 领域的投资机会。

首先， 他预计新能源车2022年的全球

产销量预计将超过900万辆， 增长超50%。

在跨过渗透率的临界点之后，行业将有望延

续爆发趋势，市场份额持续提升的行业龙头

将有望进一步提供超额收益机会。

其次，随着硅料新增产能投产，预计全

球装机规模将持续攀升，2022年有望成为

光伏行业的大年。

此外，他也看好储能行业。 储能应用场

景广泛，电源侧储能、户用储能、工商业储

能、 便携式储能已经在海外市场快速增长。

随着国内出台 “拉大峰谷价差” 等支持政

策，国内储能市场有望在2022年迎来爆发。

同时，风电是可再生能源的重要组成部

分。 他认为， 海上风电领域在补贴退出之

后，将会在未来几年依靠技术逐步进入平价

阶段，从而有望进入新一轮增长期。

刘伟伟表示，中欧碳中和混合型发起式

基金为主题型基金，投资于“双碳” 主题相

关证券占非现金基金资产的比例不低于

80%。 相比普通的主动管理型基金，主题基

金的业绩波动可能较大，基金投资者可以先

学习一下相关投资知识，充分了解其风险收

益特征后再做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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