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离职潮考问明星依赖症 基金公司人才难题求解

本报记者 张一雪 张舒琳

2023年伊始，公募基金经理“离职潮” 暗涌。 数据显示，截至 2月26日，今年以来已有40位基金经理离任，其中不乏百亿规模的明星基金经理。 此外，还有基金经理主动“减负” ，或卸任部分旗下在管基金，或增聘基金经理分摊管理规模。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 过去几年，明星基金经理为基金公司带来了强大的品牌效应和规模的快速增长。 然而，一旦名将出走，一些过度依赖“明星” 的基金公司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失血” 效应？ 若明星光环不再，中小基金公司该何去何从？

知名基金经理变动频频

2月22日，中银国际证券公告称，基金经理白冰洋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担任中银证券优势制造股票、中银证券健康产业混合、中银证券价值精选混合、中银证券聚瑞混合4只产品的基金经理职务。

截至去年四季度末，白冰洋在管基金规模为12 .9亿元，其管理的中银证券优势制造混合更是在去年维持了优秀的业绩。 Wind数据显示，中银证券优势制造A在2022年全年净值增长9 .26%，位列普通股票型基金第五位。

2月21日，泓德基金公告称，知名基金经理邬传雁因工作安排卸任泓德致远混合等6只基金的基金经理，同时离任泓德基金副总经理职务。 离任之前，邬传雁在管基金规模为201 .43亿元。 据泓德基金公告，先前由邬传雁管理的基金产品将由知名基金经理王克玉、秦毅和于浩成接管。 具体来看，泓德丰泽混合、泓德丰润三年混合、泓德致远混合将由副总经理和权益投资部总监王克玉接管；泓德远见回报混合、泓德臻远回报混合将由副总经理和研究部总监秦毅接管 ；泓德卓远混合将由于浩成继续管理。

知名基金经理的离职仅是近期公募基金经理变动频频的一个侧影。 Wind数据显示，截至2月26日，今年以来已有超200位基金经理从 376只基金中卸任。 其中，部分基金经理主动减负，或卸任部分旗下在管基金摆脱“一拖多” 模式 ，或通过“老带新 ” 增聘基金经理分摊管理规模。

例如，信达澳亚基金经理冯明远今年以来已卸任信澳匠心臻选两年持有期混合、信澳核心科技混合、信澳先进智造股票型 3只产品的基金经理。 2月 3日，前海开源基金也公告称，曲扬不再担任前海开源医疗健康基金的基金经理，由范洁单独担任该基金的基金经理，曲扬在管基金产品由此前的 9只下降到 8只。

在“减负” 同时，多只知名基金经理所管产品通过增聘基金经理的方式吸纳新鲜“血液” 。 2月18日，诺安基金公告称，蔡嵩松管理的诺安成长混合增聘基金经理刘慧影，诺安和鑫混合增聘基金经理邓心怡 ，两名新增基金经理均于 2022年首度管理基金产品。 1月 4日，兴证全球基金公告增聘基金经理叶峰，与谢治宇共同管理兴全合润 。

公募基金近期人事变动频繁也一度引起投资者热议。

对于部分基金经理卸任旗下产品主动“减负” 的现象，杭州闻基之道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杭州易股私募基金投资经理闻群认为，在行情鼎盛、基民认购热情正处于顶点时，或受制于公司和渠道的压力，明星基金不得不发新产品，这也使得很多基金经理旗下管理了多只产品，俗称“一拖多” 。 但在基金经理精力有限的前提下，管理过多基金和过大规模，可能会造成基金经理业绩下滑 。

至于近期知名基金经理频繁增聘新人共同管理产品的情形，北京某公募 FOF人士表示，一方面 ，可能出于基金公司布局需求，比如公司在某个产品线上缺乏相关人才，需要“老带新” 来补充人才队伍；另一方面 ，也可能是为老将离职做铺垫。

“可以观察增聘管理的基金经理背景，若增聘的是新人，不一定是大佬离职前兆，因为基金公司不太可能会将大佬管理的上百亿规模基金直接交给新人管理。 但如果增聘的对象是公司内部培养的资深基金经理，或是基金经理助理，的确可能是为了接班。 ” 上述公募FOF人士表示，若多只产品同时出现“减负” 或者“老带新” 情形，常被视为原基金经理离职的前兆。

频繁“出走” 为哪般

公募行业跳槽年年有，然而，近期多位名将在短时间内集体出走的动作却格外惹人注目。 基金经理更迭背后，或许更应思考 ，为何在这一节点出现如此频繁的人事变动？

这或与基金经理的业绩考核时间有关。 2022年以来，市场经历了较大的波动，不少基金经理面临业绩压力。 “无论是深度价值投资基金经理，还是成长风格的基金经理，去年都太难受了。 ” 北京一位基金经理感叹 。

格林基金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一般来说，对基金经理的量化评价考核多以自然年度为单位，年底考核结束后 ，表现出色的基金经理有被挖墙脚的可能，表现不佳的基金经理有被公司淘汰的压力，所以大部分基金经理都会选择在年初进行职业平台调整 ，以致于投资者觉得这个时期基金经理的变动比较频繁。

上海证券高级分析师池云飞认为，金融行业普遍在年末进行招聘，因此年初基金行业人员变动也最为频繁。

汇成基金研究中心相关人士也表示，公募基金行业存在“金三银四跳槽季 ” 的说法 ，基金经理在年后跳槽是常见现象，比较常见的是公募基金经理做出优秀业绩之后“奔私 ” ，或是跳槽去其他公募基金公司。

在北京某公募FOF人士看来，对于已经功成名就的知名基金经理而言 ，基金公司给予的激励机制不仅表现在物质层面———短期可兑现的福利待遇 、平台提供的投研资源、长期成长的空间等，还包括精神层面的包容性———公司文化能否让基金经理感受到公平和荣誉感 ，日常投研沟通是否顺畅。

“一些考核过于短期、注重业绩排名的公司，无法为基金经理带来稳定性和安全感 ，这些都会影响基金经理的去留 。 ” 他表示。

正因如此，知名基金经理的出走更常见于中小型基金公司。 某公募市场人士观察发现，一些明星基金经理离职，背后既有薪酬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到了一定阶段后，所在的中小公司投研资源有限，无法为其提供更多的成长空间，加之对公司体制和理念不满 ，自然就有了出走的想法 。

健全人才培养体系

明星基金经理的变动，已然成为投资者与业内共同关注的焦点。 前述公募 FOF人士提到，明星基金经理的确有很强的品牌效应，不过，基金公司与明星基金经理往往是“相互成就” ，一部分赛道型基金经理只是因为恰好处于市场风口 ，加之公司倾尽资源扶持，才造就了一位明星基金经理。 若风口不在，离开平台支持后的明星基金经理，也不一定能重新创造此前的净值“神话” 。

但尽管如此，对于中小型基金公司而言，明星基金经理出走带来的营销吸引力下降和规模“抽血” ，也是难以承受之重。 此前，出现过不少明星基金经理离职后 ，相关基金公司规模缩水的情况 。

汇成基金研究中心表示，对于中小基金公司而言 ，知名基金经理的出走可能会导致基金持有人赎回该基金经理管理的基金产品，从而导致基金公司的管理规模缩水。 也有可能导致投资者担心该基金公司的人员稳定性，在之后申购产品的过程中更加慎重。

不少业内人士对此表示担忧，基金公司过度依赖知名基金经理的发展模式是否依然可行 ？ 对于明星基金经理离职可能带来的“抽血” 效应，基金公司如何未雨绸缪 ？

汇成基金研究中心认为，基金公司应该注重投研体系建设和人才梯队培养，强调团队投研和小组作战，而不是单一打造明星基金经理。 这样即便是遇到明星基金经理离职的情况 ，投研策略也能有延续性。 只有投资者认可基金公司整体的投研实力和平台效应，明星基金经理离职带来的“抽血” 效应才能降到最低。

至于中小基金公司，更应致力于建立完善科学的投研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并且打造具有竞争力的、科学的激励机制，使公司的激励机制与基金经理个人职业发展诉求相统一。

2022年4月，证监会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公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强调，引导基金管理人构建团队化、平台化、一体化的投研体系，提高投研人员占比，完善投研人员梯队培养计划，做好投研能力的积累与传承，扭转过度依赖明星基金经理的发展模式。

实际上，不少基金公司正从人才培养机制和激励机制上着手，淡化明星效应，培养多层次人才队伍 。

基金资深人士表示，在“轻资本、重智力” 的基金公司，人才是第一生产力。 只有建立起较好的人才培养机制和激励机制，才能打造一只稳定的、有战斗力的投研团队。 在基金经理考核层面，应实施年度考核与长期考核相结合的考核激励机制，注重持续稳健的投资业绩，多方位保障基金经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以保持投资团队的稳定。 此外，通过不断建立和完善制度来构建和培养团队，例如公平、公开的评价和分配机制、对核心骨干团队成员的中长期股权激励措施等。

民生加银基金表示，应坚持以自主培养为主的人才策略 ，同时适度引进紧缺的优秀人才。 各团队既有老生代、中生代，也有新生代，形成了领军、骨干 、后备相搭配的人才梯队 。 在“抢人” 大战极其“内卷” 的基金行业，需要坚持事业留人、机制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相结合，在人才激励制度上进行充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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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职潮考问明星依赖症

基金公司人才难题求解

□本报记者 张一雪 张舒琳

知名基金经理变动频频

2月22日，中银国际证券公告称，基金经理

白冰洋因个人原因离职， 不再担任中银证券优

势制造股票、中银证券健康产业混合、中银证券

价值精选混合、中银证券聚瑞混合4只产品的基

金经理职务。

截至去年四季度末， 白冰洋在管基金规模

为12.9亿元， 其管理的中银证券优势制造混合

更是在去年维持了优秀的业绩。 Wind数据显

示， 中银证券优势制造A在2022年全年净值增

长9.26%，位列普通股票型基金第五位。

2月21日，泓德基金公告称，知名基金经理

邬传雁因工作安排卸任泓德致远混合等6只基

金的基金经理， 同时离任泓德基金副总经理职

务。 离任之前，邬传雁在管基金规模为201.43亿

元。据泓德基金公告，先前由邬传雁管理的基金

产品将由知名基金经理王克玉、 秦毅和于浩成

接管。 具体来看，泓德丰泽混合、泓德丰润三年

混合、 泓德致远混合将由副总经理和权益投资

部总监王克玉接管；泓德远见回报混合、泓德臻

远回报混合将由副总经理和研究部总监秦毅接

管；泓德卓远混合将由于浩成继续管理。

知名基金经理的离职仅是近期公募基金经

理变动频频的一个侧影。Wind数据显示，截至2

月26日，今年以来已有超200位基金经理从376

只基金中卸任。 其中，部分基金经理主动减负，

或卸任部分旗下在管基金摆脱“一拖多” 模式，

或通过“老带新” 增聘基金经理分摊管理规模。

例如， 信达澳亚基金经理冯明远今年以来

已卸任信澳匠心臻选两年持有期混合、 信澳核

心科技混合、信澳先进智造股票型3只产品的基

金经理。 2月3日，前海开源基金也公告称，曲扬

不再担任前海开源医疗健康基金的基金经理，

由范洁单独担任该基金的基金经理， 曲扬在管

基金产品由此前的9只下降到8只。

在“减负” 同时，多只知名基金经理所管产

品通过增聘基金经理的方式吸纳新鲜“血液” 。

2月18日，诺安基金公告称，蔡嵩松管理的诺安

成长混合增聘基金经理刘慧影， 诺安和鑫混合

增聘基金经理邓心怡， 两名新增基金经理均于

2022年首度管理基金产品。 1月4日，兴证全球

基金公告增聘基金经理叶峰， 与谢治宇共同管

理兴全合润。

公募基金近期人事变动频繁也一度引起投

资者热议。

对于部分基金经理卸任旗下产品主动 “减

负” 的现象，杭州闻基之道科技有限公司负责

人、杭州易股私募基金投资经理闻群认为，在行

情鼎盛、基民认购热情正处于顶点时，或受制于

公司和渠道的压力，明星基金不得不发新产品，

这也使得很多基金经理旗下管理了多只产品，

俗称“一拖多” 。但在基金经理精力有限的前提

下，管理过多基金和过大规模，可能会造成基金

经理业绩下滑。

至于近期知名基金经理频繁增聘新人共同管

理产品的情形， 北京某公募FOF人士表示， 一方

面，可能出于基金公司布局需求，比如公司在某个

产品线上缺乏相关人才，需要“老带新”来补充人

才队伍；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为老将离职做铺垫。

“可以观察增聘管理的基金经理背景，若增

聘的是新人，不一定是大佬离职前兆，因为基金

公司不太可能会将大佬管理的上百亿规模基金

直接交给新人管理。 但如果增聘的对象是公司

内部培养的资深基金经理，或是基金经理助理，

的确可能是为了接班。 ” 上述公募FOF人士表

示，若多只产品同时出现“减负” 或者“老带

新” 情形，常被视为原基金经理离职的前兆。

频繁“出走” 为哪般

公募行业跳槽年年有，然而，近期多位名将

在短时间内集体出走的动作却格外惹人注目。

基金经理更迭背后，或许更应思考，为何在这一

节点出现如此频繁的人事变动？

这或与基金经理的业绩考核时间有关。

2022年以来，市场经历了较大的波动，不少基金

经理面临业绩压力。 “无论是深度价值投资基

金经理，还是成长风格的基金经理，去年都太难

受了。 ” 北京一位基金经理感叹。

格林基金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一般来说，对基金经理的量化评价考核多以自然

年度为单位，年底考核结束后，表现出色的基金

经理有被挖墙脚的可能， 表现不佳的基金经理

有被公司淘汰的压力， 所以大部分基金经理都

会选择在年初进行职业平台调整， 以致于投资

者觉得这个时期基金经理的变动比较频繁。

上海证券高级分析师池云飞认为， 金融行

业普遍在年末进行招聘， 因此年初基金行业人

员变动也最为频繁。

汇成基金研究中心相关人士也表示， 公募

基金行业存在“金三银四跳槽季” 的说法，基金

经理在年后跳槽是常见现象， 比较常见的是公

募基金经理做出优秀业绩之后“奔私” ，或是跳

槽去其他公募基金公司。

在北京某公募FOF人士看来， 对于已经功

成名就的知名基金经理而言， 基金公司给予的

激励机制不仅表现在物质层面———短期可兑现

的福利待遇、平台提供的投研资源、长期成长的

空间等， 还包括精神层面的包容性———公司文

化能否让基金经理感受到公平和荣誉感， 日常

投研沟通是否顺畅。

“一些考核过于短期、 注重业绩排名的公

司，无法为基金经理带来稳定性和安全感，这些

都会影响基金经理的去留。 ” 他表示。

正因如此， 知名基金经理的出走更常见于中

小型基金公司。某公募市场人士观察发现，一些明

星基金经理离职，背后既有薪酬的原因，也可能是

因为到了一定阶段后， 所在的中小公司投研资源

有限，无法为其提供更多的成长空间，加之对公司

体制和理念不满，自然就有了出走的想法。

健全人才培养体系

明星基金经理的变动， 已然成为投资者与

业内共同关注的焦点。前述公募FOF人士提到，

明星基金经理的确有很强的品牌效应，不过，基

金公司与明星基金经理往往是“相互成就” ，一

部分赛道型基金经理只是因为恰好处于市场风

口，加之公司倾尽资源扶持，才造就了一位明星

基金经理。若风口不在，离开平台支持后的明星

基金经理， 也不一定能重新创造此前的净值

“神话” 。

但尽管如此，对于中小型基金公司而言，明

星基金经理出走带来的营销吸引力下降和规模

“抽血” ，也是难以承受之重。此前，出现过不少

明星基金经理离职后， 相关基金公司规模缩水

的情况。

汇成基金研究中心表示， 对于中小基金公

司而言， 知名基金经理的出走可能会导致基金

持有人赎回该基金经理管理的基金产品， 从而

导致基金公司的管理规模缩水。 也有可能导致

投资者担心该基金公司的人员稳定性， 在之后

申购产品的过程中更加慎重。

不少业内人士对此表示担忧， 基金公司过

度依赖知名基金经理的发展模式是否依然可

行？ 对于明星基金经理离职可能带来的“抽血”

效应，基金公司如何未雨绸缪？

汇成基金研究中心认为， 基金公司应该注

重投研体系建设和人才梯队培养， 强调团队投

研和小组作战，而不是单一打造明星基金经理。

这样即便是遇到明星基金经理离职的情况，投

研策略也能有延续性。 只有投资者认可基金公

司整体的投研实力和平台效应， 明星基金经理

离职带来的“抽血” 效应才能降到最低。

至于中小基金公司， 更应致力于建立完善

科学的投研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 并且打造具

有竞争力的、科学的激励机制，使公司的激励机

制与基金经理个人职业发展诉求相统一。

2022年4月，证监会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公

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强调，引导基

金管理人构建团队化、平台化、一体化的投研体

系，提高投研人员占比，完善投研人员梯队培养

计划，做好投研能力的积累与传承，扭转过度依

赖明星基金经理的发展模式。

实际上， 不少基金公司正从人才培养机制

和激励机制上着手，淡化明星效应，培养多层次

人才队伍。

基金资深人士表示，在“轻资本、重智力” 的

基金公司，人才是第一生产力。 只有建立起较好

的人才培养机制和激励机制，才能打造一只稳定

的、有战斗力的投研团队。 在基金经理考核层面，

应实施年度考核与长期考核相结合的考核激励

机制，注重持续稳健的投资业绩，多方位保障基

金经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以保持投资团队的稳

定。 此外，通过不断建立和完善制度来构建和培

养团队，例如公平、公开的评价和分配机制、对核

心骨干团队成员的中长期股权激励措施等。

民生加银基金表示， 应坚持以自主培养为

主的人才策略，同时适度引进紧缺的优秀人才。

各团队既有老生代、中生代，也有新生代，形成

了领军、骨干、后备相搭配的人才梯队。 在“抢

人” 大战极其“内卷” 的基金行业，需要坚持事

业留人、机制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相结合，

在人才激励制度上进行充分探索。

2023年伊始，公募基金

经理“离职潮” 暗涌。数据显

示，截至2月26日，今年以来

已有40位基金经理离任，其

中不乏百亿规模的明星基金

经理。此外，还有基金经理主

动“减负” ，或卸任部分旗下

在管基金， 或增聘基金经理

分摊管理规模。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过

去几年， 明星基金经理为基

金公司带来了强大的品牌效

应和规模的快速增长。然而，

一旦名将出走， 一些过度依

赖“明星” 的基金公司如何

应对可能出现的 “失血” 效

应？若明星光环不再，中小基

金公司该何去何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