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爱相杀” 何时休 投顾与大V的江湖恩仇录

本报记者 张舒琳 葛瑶

近期基金大V“乌龙” 一事沸沸扬扬，牵扯出大V与投顾机构的一系列恩怨情仇。 2021年底，风生水起的大V们被集体“收编” ，如今已有一年多，有的大V和持牌机构之间渐入佳境，有的则嫌隙渐生，违规、“分手” 、摩擦不断。

言 论 受 约 束 、 调 仓 限 制 严 格 是 大 V 们 难 以 言 说 的“心 病 ” 。 而 对 投 顾 机 构 而 言 ， 大 V 的 入 驻 无 论 在 投 资 还 是 顾 问 上 ， 均 为 公 司 碰 撞 出 新 的 火 花 。 以 大 V 为 抓 手 的 投 顾 模 式 ， 在 合 规 性 、 深 度 融 合 方 面 仍 然 值 得 进 一 步 探 索 。

一个代码引发的异动

最近发生的一个“乌龙” 事件，将基金大V的影响力清晰展现在大众眼前。

被称为初代“被动投资天王” 的基金圈大V“ETF拯救世界” ，5月10日，因小助理的“乌龙” 操作，误在 5月“发车计划” 中，列出了“华宝医疗 ETF联接A” 的场内和场外代码。

文章发出 15分钟后，华宝医疗ETF联接A的场内品种医疗基金LOF涌入大量散户，医疗基金LOF价格应声起飞，盘中冲击涨停，收盘上涨6 .07%。 Wind数据显示，该LOF近一年以来日均成交额仅79万元。 但在 5月10日，该LOF全天成交额飙升至992 .6万元 。

当晚，“ETF拯救世界” 所在投顾平台“且慢管家” 官方微信号发布致歉信。 在五百字的文章中，“ETF拯救世界” 四次向投资者道歉 ，并强调跟投计划会按照基金公司统一公布的基金净值成交，不受场内价格波动的影响。 推送20分钟后，这篇文章阅读量便突破五万 。

风波逐渐平息，但大V的号召力却着实令人惊叹。 在这场“乌龙” 中，一系列数据为大V的影响力做了注脚：15分钟内百万资金进场，20分钟内5万阅读量。 如今，部分大型基金公司的微信号文章阅读量仍挣扎在千次上下，对比之下，基金大V“旱地拔葱” 般的号召力一目了然。

有业内人士指出，该事件背后的合规风险值得关注，部分投资大V的粉丝众多，一言一行均可能对市场造成影响。

“ETF拯救世界” 被网友称呼为“E大” ，从2010年开始，便以 ETF投资为话题活跃在互联网平台上。 作为初代基金大V之一，粉丝群体庞大且黏性极强。

号召力和影响力是大V的立身之本。 在拥抱投顾机构之前，大V本就是基金市场上的“明星” ，他们凭借鲜明的个人风格和犀利的点评吸引大批粉丝，将自己的基金投资计划打包成组合，通过自身号召力吸引众多投资者跟投。

2021年11月被视作大V投顾的“分割线” 。 监管规定持有基金投顾牌照的机构才能从事相关业务。 重锤落下后，不具备相关资质的基金大V再也无法单独运营产品。 此后，投顾与大V迎来了火热的“牵手潮 ” ，不少大V直接将自己的组合移交出去，也有大V选择入职持牌机构，例如，“银行螺丝钉 ” 顺利牵手东方证券，“Alex价值发现者” 入职华夏财富 。

在市场看来，大V入职机构是一桩双赢的好买卖：机构为大V提供了栖身之所 ，大V为机构带来了资金号召力。 但实际上，合作之后，种种矛盾却接踵而来。 对于牵手成功的双方而言，后续合作都是崭新的体验，机构能否在安全范围内运用大V的影响力，带上了镣铐的大V又能否如愿起舞 ，在接下来的时间内均经受了多重考验 。

磨合滋生爱恨情仇

“牵手” 一段时间以后，有的大V和持牌机构之间渐入佳境，有的则嫌隙渐生。

许多大V习惯了自己做投资决策，在进入持牌机构后有诸多不适应。 一位大V向中国证券报记者吐槽 ：“很多公募投顾和FOF部门是共享基金池的，准入方面要求比较严格，调仓限制很多。 有些公司初期采取非常严格的投决会审核制度，每次调仓要过投决会，具体流程非常复杂 ，包括从投资审批流程到 IT流程，再到每一个平台的上线流程。 ” 这令大V们万分头疼 。

在牵手机构的头部大V中，已有离职的例子 。 今年2月，“基金教主” 杨晓磊正式告别华安基金，转战第三方投顾平台，任且慢投研总监。

另一位入职基金公司一年多的大V，看着自己逐渐下降的管理规模，哀叹已经“心如死灰” 。

除了磨合期出现的诸多不适应之外，双方合作中更关键的合规问题浮出水面，这从一件小事中就可见端倪。 据一位知情人士表示，2022年四季度，国内债券市场一度遭遇大幅调整，就在赎回潮发生的前一周 ，一位大V在微博上建议粉丝赎回债券和银行理财产品。 然而，此举却被公司定义为“不当言论” ，受到了严厉处罚———要求该大V永久关停旗下自媒体账号。

在业内人士看来，投顾理应帮助客户做资产配置 ，给出投资建议，这位投顾主理人本意是提示市场风险，降低客户损失，但此类提示性言论却损害了公司利益，与合规要求产生直接冲突。

“基金公司对投顾业务的考核目标之一，仍然是规模保有量，而投顾的首要目标应该是帮客户挣钱 ，这两者天然存在矛盾。 ” 一位基金投顾业内人士表示。

另一位大V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在投顾这一新业态之下 ，不少合规空白尚待填补 。 比如，基金公司对于旗下大V“持有甚至是提及别家产品” 有比较大的限制，但是在投顾业务的实际操作中，在全市场选择基金是相对高效的做法。 因此，入职后的大V往往会陷入两难境地。 这位大V表示 ：“作为员工，与所处机构的关系十分微妙 ，在配置比例上可能难以做到完全中立，往往与投资者的利益相违背。 ”

更令大V感到煎熬的是，以前擅长扮演意见领袖角色，在入职基金公司后却失去了部分自主发言权 。 不少大V已经将拥有几十万粉丝的社交媒体账号移交给公司。 “你们最近看到的一些微博 ，实际上不是我发的，而是运营模仿我的风格来编辑的。 我仍然密切观察着行业的动态，不过现在更多地在同行群聊里发表观点 。 ” 一位入职机构不久的大V称。

对于机构而言，风险则不止于此。 在现有的合作模式下，投顾机构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大V的“通道” ，一些大V将持牌机构视为合法合规的策略输出方，客户黏性仍然掌握在自己手中。 据了解，许多大V入职后，公司采取个人事业部制，大V日常并不需要坐班 ，拥有较大话语权，公司更是得像对待明星基金经理一样“哄着” 大V。

“基金投顾非常考验直销能力，这是不少公司的短板。 虽然存在一旦大V离职 ，就可能出现客户快速流失的风险，但对于这种合作模式，投顾机构依然乐此不疲 。 ” 上述基金投顾业内人士表示。

探索深层次融合模式

在摩擦不断的同时，大V与投顾机构之间也不断碰撞出火花。 距离投顾机构与大V的“牵手潮” 过去一年多，如今，大V在公司的投资和顾问服务中各自承担着怎样的角色？

“银行螺丝钉” 和东方证券在圈内被视为模范搭档 ，这位资金保有量高达百亿级的头部大V在加入东方证券后，一如既往地每日更新，和投资者高频互动。 据相关人士透露，东方证券将“银行螺丝钉” 深度整合进入团队 ，“银行螺丝钉” 不仅每天参加资产配置部晨会，他的投资观点也会传递给投资团队的所有人。 据东方证券披露的年报，截至 2022年底的投顾管理规模已超过149亿元。

东方证券副总裁徐海宁表示，引进“银行螺丝钉” 是公司践行买方投顾以及实现平台化发展模式的有效探索。

据华夏财富介绍 ：“大V已经融入公司目前的投研体系，通过交流融合，公司投顾投研实力整体提升。 目前，大V已经加入基金投顾投委会 ，在职责和协作上，大V有明确的定位，增强融合度。 从实际情况来看 ，大V融入的很好，在投研方面表现也比较出色。 ”

经历了一年多的磨合后，市场更期待见到大V与投顾机构的深层次融合。 华夏财富表示，未来，将继续推进大V与公司深度融合。 一是让大V融入现有投研体系，形成定期研讨机制，促进大V和公司投研平台交流学习；二是让大V赋能更多业务团队，在内部开设公开课，讲解自己的投研体系、内容生产思路、投顾服务经验等，让大V的经验和能力充分赋能 ，带动整个团队能力的提升；三是探索大V服务新模式，以往大V基

本通过线上运营来触达和服务用户，华夏财富拥有丰富的线下服务团队和资源 ，会进一步探索大V与线下融合后更加多元化、定制化、个性化的新模式。

不过，近期闹得沸沸扬扬的“乌龙” 事件，也为大V投顾模式的合规性问题敲响了警钟。 “且慢管家 ” 在道歉信中表示，这次事件说明管理和服务还存在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将持续努力，为投资者提供更好的投顾服务 。

合规性问题一向受到投顾机构高度重视 。 徐海宁表示，大V带领团队入职以后，公司按照团队成员不同职责进行了相应分工 。 为了确保合规，公司将基金投顾业务融入到公司整体的合规风控管理体系，在基金投顾业务的各个环节，都制定了相应的合规风控管理制度。 “投” 的方面，公司建立了基金投顾投资决策委员会 ，基金投顾业务的基金池 、投顾组合策略生成等，都需要经过投决会通过。 “顾” 的方面，公司基金投

顾业务面向客户发布的内容，都需要经过合规部门审核 ，内容发布也会有备案流程。 在事前、事中、事后，都有合规部门参与。

不论是尚处于耳鬓厮磨阶段，还是已经分道扬镳甚至因爱生恨，大V和机构的“江湖恩仇录” 还在不断演绎。

□本报记者 张舒琳 葛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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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代码引发的异动

最近发生的一个“乌龙” 事件，将基金大V

的影响力清晰展现在大众眼前。

被称为初代“被动投资天王” 的基金圈大

V“ETF拯救世界” ，5月10日，因小助理的“乌

龙” 操作，误在5月“发车计划” 中，列出了“华

宝医疗ETF联接A” 的场内和场外代码。

文章发出15分钟后， 华宝医疗ETF联接A

的场内品种医疗基金LOF涌入大量散户， 医疗

基金LOF价格应声起飞，盘中冲击涨停，收盘上

涨6.07%。Wind数据显示，该LOF近一年以来日

均成交额仅79万元。 但在5月10日，该LOF全天

成交额飙升至992.6万元。

当晚，“ETF拯救世界” 所在投顾平台“且

慢管家” 官方微信号发布致歉信。 在五百字的

文章中，“ETF拯救世界” 四次向投资者道歉，

并强调跟投计划会按照基金公司统一公布的基

金净值成交，不受场内价格波动的影响。推送20

分钟后，这篇文章阅读量便突破五万。

风波逐渐平息， 但大V的号召力却着实令

人惊叹。 在这场“乌龙” 中，一系列数据为大V

的影响力做了注脚：15分钟内百万资金进场，

20分钟内5万阅读量。如今，部分大型基金公司

的微信号文章阅读量仍挣扎在千次上下，对比

之下，基金大V“旱地拔葱” 般的号召力一目

了然。

有业内人士指出， 该事件背后的合规风险

值得关注，部分投资大V的粉丝众多，一言一行

均可能对市场造成影响。

“ETF拯救世界” 被网友称呼为“E大” ，从

2010年开始， 便以ETF投资为话题活跃在互联

网平台上。 作为初代基金大V之一，粉丝群体庞

大且黏性极强。

号召力和影响力是大V的立身之本。 在拥

抱投顾机构之前，大V本就是基金市场上的“明

星” ， 他们凭借鲜明的个人风格和犀利的点评

吸引大批粉丝， 将自己的基金投资计划打包成

组合，通过自身号召力吸引众多投资者跟投。

2021年11月被视作大V投顾的“分割线” 。

监管规定持有基金投顾牌照的机构才能从事相

关业务。重锤落下后，不具备相关资质的基金大

V再也无法单独运营产品。 此后，投顾与大V迎

来了火热的“牵手潮” ，不少大V直接将自己的

组合移交出去，也有大V选择入职持牌机构，例

如，“银行螺丝钉” 顺利牵手东方证券，“Alex

价值发现者” 入职华夏财富。

在市场看来， 大V入职机构是一桩双赢的

好买卖：机构为大V提供了栖身之所，大V为机

构带来了资金号召力。 但实际上，合作之后，种

种矛盾却接踵而来。对于牵手成功的双方而言，

后续合作都是崭新的体验， 机构能否在安全范

围内运用大V的影响力，带上了镣铐的大V又能

否如愿起舞， 在接下来的时间内均经受了多重

考验。

磨合滋生爱恨情仇

“牵手” 一段时间以后，有的大V和持牌机

构之间渐入佳境，有的则嫌隙渐生。

许多大V习惯了自己做投资决策， 在进入

持牌机构后有诸多不适应。 一位大V向中国证

券报记者吐槽：“很多公募投顾和FOF部门是

共享基金池的，准入方面要求比较严格，调仓限

制很多。 有些公司初期采取非常严格的投决会

审核制度，每次调仓要过投决会，具体流程非常

复杂，包括从投资审批流程到IT流程，再到每一

个平台的上线流程。 ” 这令大V们万分头疼。

在牵手机构的头部大V中， 已有离职的例

子。今年2月，“基金教主” 杨晓磊正式告别华安

基金，转战第三方投顾平台，任且慢投研总监。

另一位入职基金公司一年多的大V，看着

自己逐渐下降的管理规模，哀叹已经“心如

死灰” 。

除了磨合期出现的诸多不适应之外， 双方

合作中更关键的合规问题浮出水面， 这从一件

小事中就可见端倪。据一位知情人士表示，2022

年四季度，国内债券市场一度遭遇大幅调整，就

在赎回潮发生的前一周， 一位大V在微博上建

议粉丝赎回债券和银行理财产品。然而，此举却

被公司定义为 “不当言论” ， 受到了严厉处

罚———要求该大V永久关停旗下自媒体账号。

在业内人士看来，投顾理应帮助客户做资

产配置，给出投资建议，这位投顾主理人本意

是提示市场风险，降低客户损失，但此类提示

性言论却损害了公司利益，与合规要求产生直

接冲突。

“基金公司对投顾业务的考核目标之一，仍

然是规模保有量， 而投顾的首要目标应该是帮

客户挣钱，这两者天然存在矛盾。 ” 一位基金投

顾业内人士表示。

另一位大V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在投顾

这一新业态之下， 不少合规空白尚待填补。 比

如，基金公司对于旗下大V“持有甚至是提及别

家产品” 有比较大的限制，但是在投顾业务的

实际操作中， 在全市场选择基金是相对高效的

做法。 因此， 入职后的大V往往会陷入两难境

地。这位大V表示：“作为员工，与所处机构的关

系十分微妙， 在配置比例上可能难以做到完全

中立，往往与投资者的利益相违背。 ”

更令大V感到煎熬的是， 以前擅长扮演意

见领袖角色， 在入职基金公司后却失去了部分

自主发言权。 不少大V已经将拥有几十万粉丝

的社交媒体账号移交给公司。 “你们最近看到

的一些微博，实际上不是我发的，而是运营模仿

我的风格来编辑的。 我仍然密切观察着行业的

动态， 不过现在更多地在同行群聊里发表观

点。 ” 一位入职机构不久的大V称。

对于机构而言，风险则不止于此。 在现有的

合作模式下， 投顾机构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大V

的“通道” ，一些大V将持牌机构视为合法合规

的策略输出方，客户黏性仍然掌握在自己手中。

据了解，许多大V入职后，公司采取个人事业部

制，大V日常并不需要坐班，拥有较大话语权，

公司更是得像对待明星基金经理一样 “哄着”

大V。

“基金投顾非常考验直销能力，这是不少公

司的短板。 虽然存在一旦大V离职，就可能出现

客户快速流失的风险，但对于这种合作模式，投

顾机构依然乐此不疲。 ” 上述基金投顾业内人

士表示。

探索深层次融合模式

在摩擦不断的同时， 大V与投顾机构之间

也不断碰撞出火花。距离投顾机构与大V的“牵

手潮” 过去一年多，如今，大V在公司的投资和

顾问服务中各自承担着怎样的角色？

“银行螺丝钉” 和东方证券在圈内被视为

模范搭档， 这位资金保有量高达百亿级的头部

大V在加入东方证券后，一如既往地每日更新，

和投资者高频互动。据相关人士透露，东方证券

将“银行螺丝钉” 深度整合进入团队，“银行螺

丝钉” 不仅每天参加资产配置部晨会，他的投

资观点也会传递给投资团队的所有人。 据东方

证券披露的年报， 截至2022年底的投顾管理规

模已超过149亿元。

东方证券副总裁徐海宁表示，引进“银行螺

丝钉” 是公司践行买方投顾以及实现平台化发

展模式的有效探索。

据华夏财富介绍：“大V已经融入公司目前

的投研体系，通过交流融合，公司投顾投研实力

整体提升。 目前， 大V已经加入基金投顾投委

会，在职责和协作上，大V有明确的定位，增强

融合度。 从实际情况来看，大V融入的很好，在

投研方面表现也比较出色。 ”

经历了一年多的磨合后， 市场更期待见到

大V与投顾机构的深层次融合。 华夏财富表示，

未来，将继续推进大V与公司深度融合。 一是让

大V融入现有投研体系，形成定期研讨机制，促

进大V和公司投研平台交流学习；二是让大V赋

能更多业务团队，在内部开设公开课，讲解自己

的投研体系、内容生产思路、投顾服务经验等，

让大V的经验和能力充分赋能， 带动整个团队

能力的提升；三是探索大V服务新模式，以往大

V基本通过线上运营来触达和服务用户， 华夏

财富拥有丰富的线下服务团队和资源， 会进一

步探索大V与线下融合后更加多元化、定制化、

个性化的新模式。

不过，近期闹得沸沸扬扬的“乌龙” 事件，

也为大V投顾模式的合规性问题敲响了警钟。

“且慢管家” 在道歉信中表示，这次事件说明管

理和服务还存在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将持

续努力，为投资者提供更好的投顾服务。

合规性问题一向受到投顾机构高度重视。

徐海宁表示，大V带领团队入职以后，公司按照

团队成员不同职责进行了相应分工。 为了确保

合规， 公司将基金投顾业务融入到公司整体的

合规风控管理体系， 在基金投顾业务的各个环

节，都制定了相应的合规风控管理制度。 “投”

的方面，公司建立了基金投顾投资决策委员会，

基金投顾业务的基金池、投顾组合策略生成等，

都需要经过投决会通过。 “顾” 的方面，公司基

金投顾业务面向客户发布的内容， 都需要经过

合规部门审核，内容发布也会有备案流程。 在事

前、事中、事后，都有合规部门参与。

不论是尚处于耳鬓厮磨阶段， 还是已经分

道扬镳甚至因爱生恨，大V和机构的“江湖恩仇

录” 还在不断演绎。

“相爱相杀” 何时休

投顾与大V的江湖恩仇录

近期基金大V“乌龙” 一

事沸沸扬扬， 牵扯出大V与

投顾机构的一系列恩怨情

仇。 2021年底，风生水起的

大V们被集体“收编” ，如今

已有一年多， 有的大V和持

牌机构之间渐入佳境， 有的

则嫌隙渐生，违规、“分手” 、

摩擦不断。

言论受约束、 调仓限制

严格是大V们难以言说的

“心病” 。 而对投顾机构而

言， 大V的入驻无论在投资

还是顾问上， 均为公司碰撞

出新的火花。 以大V为抓手

的投顾模式， 在合规性、深

度融合方面仍然值得进一步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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