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盈米基金林杰才：获得感是客户价值与企业价值的双赢

本报记者 王宇露

中国证监会日前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公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着力提高投资者获得感” 首次被写入官方正式文件。 对于基金投顾机构和从业人员来说，这既是一种期待，又是一场任重道远的挑战。

在盈米基金副总裁、且慢投顾业务负责人林杰才看来，提升投资者获得感，并不是机构付出、投资者获得的单向利益让步，长远来看，是一种企业价值和投资者价值的双赢。 给予即是获得，只有真正参透这个道理，“投资者至上” 才能被

写进企业的基因里，而非存在于法条文字中。

欣慰的是，经过两年多的买方投顾业务发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机构开始意识到提升投资者获得感的重要性。 而数据证明，且慢提出的投、顾、教一体的系统化工程，正在投资者身上展现出实实在在的价值。

投资者获得感的三层内涵

2021年10月，一份《公募权益类基金投资者盈利洞察报告》的问世，引发公募基金行业的广泛关注。 这份报告以4682万主动权益类基金投资者的账户共计5 .65亿笔交易记录数据为基础，刻画出公募基金自 主交易 投资者 的总体盈 亏情

况 ，极具代表意义。

其中，一组数据在行业内引起了很大反响 ：截至2020年 12月31日，三家具有代表性的权益类大型基金公司历史全部个人投资者中盈利人数占比为 70 .42%，持有份额投资者的盈利人数占比高达95 .90%。 而经历了 2021年一季 度市场 的变

化，截至2021年3月 31日，历史全部个人投资者中盈利人数比例从2020年底的70 .42%降至 53 .28%，仍持有份额投资者的盈利情况下滑更加明显 ，盈利人数占比从 95 .90%大幅下滑至48 .86%，接近一半正在持有的投资者从盈利变成亏损。

对于基金的长期走势来说，三个月的波折不值一提，但是对于在这三个月进入市场，迅速亏损后卖出的个人投资者来说，基金带给他们的却是实打实的亏损。

林杰才介绍，从盈米基金且慢投顾投资者同口径数据来看，2020年末投顾投资者盈利比例为96%，同样经过一个季度的市场波动，截至2021年一季度末 ，且慢的盈利投资者的比例依然保持在84%。 正是这组极具对比意义的数据，体现出

了投顾的价值，证明了投顾机构确实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基金赚钱基民不赚钱” 的行业痛点 。

“着力提高投资者获得感” 被写入《意见》，这是官方正式文件首次提出“获得感” 一词，“重首发轻持营” 、“重投轻顾” 等行业现象被重点强调。

作为基金投顾行业的从业者，林杰才坦言 ，“很兴奋能在这么重要的官方文件看到关于‘着力提高投资者获得感’ 的表述，这对做好基金投顾工作有着很强的指导作用。 ”

林杰才指出，按照盈米基金且慢开展投顾工作的思考和经验来看，投资者获得感的提升有三层内涵：首先 ，是投资者账户收益的提升，投顾机构通过有效办法帮助投资者走完从产品收益到账户收益的“最后一公 里” ，提升 投资者 投资

过程中的持有体验和最终的账户收益，从而带来投资收益上的获得感；其次，是投资者认知的提升，通过在投资者投资过程中的陪伴 ，帮助投资者提升对正确投资方法的辨识能力，体现为认知层面的获得感；第三层，是让投资者感受到在投

顾关系中，自己的利益是被投顾机构所重视的，自己的诉求是被投顾机构所尊重的，这种机构与投资者之间彼此信任关系的提升，带来的结果是情感层面的获得感。

“投、顾、教” 一体的系统化工程

近几年来，随着权益类基金的大爆发，作为专业的机构投资者，公募基金行业在投资者实现财富增值和引导社会资源配置方面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真正承担起普惠金融的责任和使命。

然而，在市场频繁波动和剧烈调整面前，不少基民感到信心受挫，有的甚至才刚入场就不得不受伤离场。 林杰才认为，投资者获得感不足背后的原因是多层面的，既有投资者个人的原因，也有行业和机构的原因，既有意愿的问题，也有能力的问题。

林杰才认为，从微观角度看，目前投资者的整体认知水平并不高，面对各类金融产品和服务，识别能力并不强；同时 ，投资者很容易受到市场情绪的支配，最终体现为情绪常常处于焦虑当中，账户收益情况也不理想 ，获得感 也就无 从谈

起。 从宏观角度看，从业机构的顶层机制和体制设计，包括愿景、使命、价值观、考核机制 、奖惩机制等各个方面，对买方利益的关注度都有待加强 ，这些都是一家机构的底层代码 ，几乎决定了机构的每一个决策是否会把投资者 获得感 作为

考量因素。

如何提升投资者获得感，是一套建立在前述账户收益、认知、关系这三个层面上的全息立体的系统工程。

以且慢的实践经验举例 ，林杰才介绍，首要解决的是如何帮助投资者提升账户收益的问题 。 从投资者层面看，基民在投资过程中最容易出现的两个问题，一是资金错配，“长钱短投” 或“短钱长投” ，使得长期投资的钱收益过低 ，或短期

投资的钱因时间问题最后割肉离场；二是投资赚钱需要对抗人性的弱点 ，常见的“追涨杀跌 ” 等问题需要机构帮助投资者去克服。 总体来看，这需要一套“投、顾、教” 一体化的综合解决方案。

投资方面，且慢提出“四笔钱”的框架，帮助投资者对资金可使用期限和投资期限进行匹配。这是让投资者通过投资公募基金实现财富增长的关键一步，同时也是对投资者进行投前预期管理的重要环节。林杰才介绍，且慢对什么是好的投顾策略，有一套自己的严选标准，“一个好的投顾策略，要么就需要对净值回撤有严

格的控制，这样投资者可以在任何时候买进并且不会出现大幅度回撤；要么就需要通过策略帮助投资者控制资金进出结构，什么时候买卖、买卖什么类型的产品都由投顾策略来进行控制，避免常见的追涨杀跌行为。 ”

林杰才强调，“三分投，七分顾” ，完成了投资者的资金分类并给其推介适合的产品，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成功的投资往往都是逆人性的，投顾机构要做的不仅是让投资者通过投资基金实现财富增长，还要在投资的过程中帮助投资者实

现认知层面的获得感，实现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提升，这样投资者才能坚持长期投资。

盈米基金把对投资者的陪伴分成投前、投中、投后三个环节。 投资开始后，投顾团队会每周持续以投资理念引导、市场波动分析、组合周报、投资问答 、投资课程、直播互动等形式，提升投资者对正确投资方法的认知，同时加深对投顾策

略的认识、认同和认可，并在市场波动时帮助投资者对抗情绪上的弱点。

企业价值和投资者价值的双赢

在林杰才看来，提升投资者的获得感，首先需要从底层做起，而越是底层的问题，就越是“形而上” ，越是“形而上”则越可以指导一切。 如果把它具象一点，那就是大家常说的企业愿景、使命、文化和价值观。 简单总结，就是要用“买方思维”对组织进行重构，

尤其是对于存量业务已经很大的机构，首先需要改进的问题在内不在外，与投资者关系的重新定义、组织心智的重建、利益冲突机制的构建，这些都是需要花费比较长的时间去解决和持续改善的。

“当我们讨论‘获得感’这个话题的时候，出发点都是在讨论如何为投资者创造获得感，背后的潜意识很容易会认为是机构在付出，投资者在获得。 ”林杰才指出。

不过，在他看来，投资者获得感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思维模式的问题，企业价值和投资者价值这两个变量，有人将其做成选择题，有人将其做成排序题，不同的答案和解题思路代表了不同的思维模式。 林杰才认为，企业价值是需 要建

立在投资者价值之上的，甚至需要为投资者价值让路。

“这样的答案对于很多企业来说都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这代表了企业要放弃很多现成的利益，所以当很多企业在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最终的答案往往都是单选‘企业价值’ 。 永远站在投资者这一边，说起来很容易，但在非监督情况下

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强烈的长期主义，甚至还需要一点理想主义。 ” 林杰才坦言，“我们认为给投资者创造价值，正是一家机构存在的意义和自身价值的体现。 当我们在创造投资者获得感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在获得。 如果能理解这一点，

创造投资者获得感就会变成这个企业的基因，而非写在法条当中的文字。 ”

林杰才强调，金融是基于信任的服务，信任是更高阶的基于情感的获得感。基金销售机构和投顾机构放弃自己的短期利益，去捍卫投资者的利益，投资者感受到了爱与关怀，这是情感上的获得。反过来，投资者也会更平和、更耐心 ，机构

与投资者之间的关系也更倾向于伙伴关系而非交易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机构也能赢得更良好的口碑，从而赢得更多投资者的青睐。 “且慢一直在倡导的‘慢即是快 ’ 的理念 ，要表达的就是这样的哲学。 ” 他表示。

“欣慰的是，经过两年多的买方投顾业务发展，以及政策引导的不断清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机构开始意识到提升投资者获得感的重要性。 不过，具体用什么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整个行业都还在探索当中，没有容易走的捷径。 ” 林杰

才表示。

简历

林杰才，盈米基金副总裁、且慢投顾业务负责人。 超15年互联网金融从业经验 ，致力于推动互联网思维与金融科技在金融行业的实施与落地 ，曾就职于广发基金、广发证券，有千万级客户互联网产品管理经验。 带领盈米基金投顾业务在

行业内率先突破 100亿元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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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米基金林杰才：

获得感是客户价值与企业价值的双赢

□本报记者 王宇露

企业价值和投资者价值的双赢

在林杰才看来，提升投资者的获得感，

首先需要从底层做起，而越是底层的问题，

就越是“形而上” ，越是“形而上” 则越可

以指导一切。如果把它具象一点，那就是大

家常说的企业愿景、使命、文化和价值观。

简单总结，就是要用“买方思维” 对组织进

行重构， 尤其是对于存量业务已经很大的

机构，首先需要改进的问题在内不在外，与

投资者关系的重新定义、组织心智的重建、

利益冲突机制的构建， 这些都是需要花费

比较长的时间去解决和持续改善的。

“当我们讨论‘获得感’这个话题的时

候，出发点都是在讨论如何为投资者创造获

得感，背后的潜意识很容易会认为是机构在

付出，投资者在获得。 ”林杰才指出。

不过， 在他看来， 投资者获得感的问

题，本质上是一个思维模式的问题，企业

价值和投资者价值这两个变量，有人将其

做成选择题，有人将其做成排序题，不同

的答案和解题思路代表了不同的思维模

式。 林杰才认为， 企业价值是需要建立在

投资者价值之上的，甚至需要为投资者价

值让路。

“这样的答案对于很多企业来说都是

比较困难的，因为这代表了企业要放弃很

多现成的利益，所以当很多企业在遇到这

个问题的时候，最终的答案往往都是单选

‘企业价值’ 。 永远站在投资者这一边，说

起来很容易， 但在非监督情况下做到这一

点，不仅需要强烈的长期主义，甚至还需要

一点理想主义。 ” 林杰才坦言，“我们认为

给投资者创造价值， 正是一家机构存在的

意义和自身价值的体现。 当我们在创造投

资者获得感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在获得。如

果能理解这一点， 创造投资者获得感就会

变成这个企业的基因， 而非写在法条当中

的文字。 ”

林杰才强调，金融是基于信任的服务，

信任是更高阶的基于情感的获得感。 基金

销售机构和投顾机构放弃自己的短期利

益，去捍卫投资者的利益，投资者感受到了

爱与关怀，这是情感上的获得。 反过来，投

资者也会更平和、更耐心，机构与投资者之

间的关系也更倾向于伙伴关系而非交易关

系， 在这个过程中机构也能赢得更良好的

口碑，从而赢得更多投资者的青睐。“且慢

一直在倡导的‘慢即是快’ 的理念，要表达

的就是这样的哲学。 ” 他表示。

“欣慰的是， 经过两年多的买方投顾

业务发展，以及政策引导的不断清晰，已经

有越来越多的机构开始意识到提升投资者

获得感的重要性。不过，具体用什么方法去

解决这个问题，整个行业都还在探索当中，

没有容易走的捷径。 ” 林杰才表示。

中国证监会日前

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公

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着力提

高投资者获得感” 首次

被写入官方正式文件。

对于基金投顾机构和

从业人员来说，这既是

一种期待，又是一场任

重道远的挑战。

在盈米基金副总

裁、且慢投顾业务负责

人林杰才看来，提升投

资者获得感，并不是机

构付出、投资者获得的

单向利益让步，长远来

看，是一种企业价值和

投资者价值的双赢。 给

予即是获得，只有真正

参透这个道理，“投资

者至上” 才能被写进企

业的基因里，而非存在

于法条文字中。

欣慰的是，经过两

年多的买方投顾业务

发展，已经有越来越多

的机构开始意识到提

升投资者获得感的重

要性。 而数据证明，且

慢提出的投、顾、教一

体的系统化工程，正在

投资者身上展现出实

实在在的价值。

投资者获得感的三层内涵

2021年10月，一份《公募

权益类基金投资者盈利洞察报

告》的问世，引发公募基金行业

的广泛关注。 这份报告以4682

万主动权益类基金投资者的账

户共计5.65亿笔交易记录数据

为基础， 刻画出公募基金自主

交易投资者的总体盈亏情况，

极具代表意义。

其中， 一组数据在行业内

引起了很大反响： 截至2020年

12月31日， 三家具有代表性的

权益类大型基金公司历史全部

个人投资者中盈利人数占比为

70.42%， 持有份额投资者的盈

利人数占比高达95.90%。 而经

历了2021年一季度市场的变

化，截至2021年3月31日，历史

全部个人投资者中盈利人数比

例从2020年底的70.42%降至

53.28%， 仍持有份额投资者的

盈利情况下滑更加明显， 盈利

人数占比从95.90%大幅下滑至

48.86%， 接近一半正在持有的

投资者从盈利变成亏损。

对于基金的长期走势来

说，三个月的波折不值一提，但

是对于在这三个月进入市场，

迅速亏损后卖出的个人投资者

来说， 基金带给他们的却是实

打实的亏损。

林杰才介绍， 从盈米基金

且慢投顾投资者同口径数据来

看，2020年末投顾投资者盈利

比例为96%， 同样经过一个季

度的市场波动， 截至2021年一

季度末， 且慢的盈利投资者的

比例依然保持在84%。 正是这

组极具对比意义的数据， 体现

出了投顾的价值， 证明了投顾

机构确实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改变 “基金赚钱基民不赚钱”

的行业痛点。

“着力提高投资者获得

感” 被写入《意见》，这是官方

正式文件首次提出 “获得感”

一词，“重首发轻持营” 、“重投

轻顾” 等行业现象被重点强调。

作为基金投顾行业的从业

者， 林杰才坦言，“很兴奋能在

这么重要的官方文件看到关于

‘着力提高投资者获得感’ 的

表述， 这对做好基金投顾工作

有着很强的指导作用。 ”

林杰才指出， 按照盈米基

金且慢开展投顾工作的思考和

经验来看， 投资者获得感的提

升有三层内涵：首先，是投资者

账户收益的提升， 投顾机构通

过有效办法帮助投资者走完从

产品收益到账户收益的 “最后

一公里” ，提升投资者投资过程

中的持有体验和最终的账户收

益， 从而带来投资收益上的获

得感；其次，是投资者认知的提

升， 通过在投资者投资过程中

的陪伴， 帮助投资者提升对正

确投资方法的辨识能力， 体现

为认知层面的获得感；第三层，

是让投资者感受到在投顾关系

中， 自己的利益是被投顾机构

所重视的， 自己的诉求是被投

顾机构所尊重的， 这种机构与

投资者之间彼此信任关系的提

升， 带来的结果是情感层面的

获得感。

“投、顾、教” 一体的系统化工程

近几年来，随着权益类基金的大爆发，

作为专业的机构投资者，公募基金行业在

投资者实现财富增值和引导社会资源配置

方面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真正承担起

普惠金融的责任和使命。

然而， 在市场频繁波动和剧烈调整面

前，不少基民感到信心受挫，有的甚至才刚

入场就不得不受伤离场。林杰才认为，投资

者获得感不足背后的原因是多层面的，既

有投资者个人的原因， 也有行业和机构的

原因，既有意愿的问题，也有能力的问题。

林杰才认为，从微观角度看，目前投资

者的整体认知水平并不高，面对各类金融

产品和服务，识别能力并不强；同时，投资

者很容易受到市场情绪的支配，最终体现

为情绪常常处于焦虑当中，账户收益情况

也不理想，获得感也就无从谈起。 从宏观

角度看， 从业机构的顶层机制和体制设

计，包括愿景、使命、价值观、考核机制、奖

惩机制等各个方面，对买方利益的关注度

都有待加强，这些都是一家机构的底层代

码，几乎决定了机构的每一个决策是否会

把投资者获得感作为考量因素。

如何提升投资者获得感， 是一套建立

在前述账户收益、认知、关系这三个层面

上的全息立体的系统工程。

以且慢的实践经验举例，林杰才介绍，

首要解决的是如何帮助投资者提升账户收

益的问题。 从投资者层面看，基民在投资

过程中最容易出现的两个问题，一是资金

错配，“长钱短投” 或“短钱长投” ，使得长

期投资的钱收益过低，或短期投资的钱因

时间问题最后割肉离场；二是投资赚钱需

要对抗人性的弱点，常见的“追涨杀跌” 等

问题需要机构帮助投资者去克服。 总体来

看，这需要一套“投、顾、教” 一体化的综合

解决方案。

投资方面，且慢提出“四笔钱” 的框架，

帮助投资者对资金可使用期限和投资期限

进行匹配。这是让投资者通过投资公募基金

实现财富增长的关键一步，同时也是对投资

者进行投前预期管理的重要环节。林杰才介

绍，且慢对什么是好的投顾策略，有一套自

己的严选标准，“一个好的投顾策略， 要么

就需要对净值回撤有严格的控制，这样投资

者可以在任何时候买进并且不会出现大幅

度回撤；要么就需要通过策略帮助投资者控

制资金进出结构，什么时候买卖、买卖什么

类型的产品都由投顾策略来进行控制，避免

常见的追涨杀跌行为。 ”

林杰才强调，“三分投，七分顾” ，完成

了投资者的资金分类并给其推介适合的产

品，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成功的投资往往都

是逆人性的， 投顾机构要做的不仅是让投

资者通过投资基金实现财富增长， 还要在

投资的过程中帮助投资者实现认知层面的

获得感，实现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提升，这

样投资者才能坚持长期投资。

盈米基金把对投资者的陪伴分成投

前、投中、投后三个环节。投资开始后，投顾

团队会每周持续以投资理念引导、 市场波

动分析、组合周报、投资问答、投资课程、直

播互动等形式， 提升投资者对正确投资方

法的认知，同时加深对投顾策略的认识、认

同和认可， 并在市场波动时帮助投资者对

抗情绪上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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