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融通基金董事长张威：

打造央企公募新名片 勾勒两翼齐飞新局面

本报记者 张韵

2022年4月，证监会核准中国诚通集团成为融通基金实际控制人，融通基金由此完成角色蜕变。 2022年 5月，张威出任董事长，接下了融通基金作为央企公募的新发展历程“第一棒” 。

经过两年的发展，蜕变成央企公募的融通基金发生了哪些改变？ 未来将有哪些发展战略？ 近日，张威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央企背景已成为公司发展新底色，未来，大力发展指数投资和国际化业务是两大重点战略方向，将进一步提升投研核心能力，致力于成为行业百年老店。

描绘央企公募新底色

“打造具有红色基因的央企特色基金公司” 成为张威提出的首要发展战略。 他认为，作为央企公募，除了需要履行公募基金的信托义务外，还承担着服务国资央企的重要使命，这是融通基金未来发展的新底色。

据介绍，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中国诚通集团是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已形成了基金投资、股权管理、资产管理、金融服务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的“4+1” 业务格局。 作为中国诚通集团的一员，融通基金自觉在集团“4+1” 业务板块中找准自身定位，助力国资央企高质量发展“改革工具箱” 建设。

近两年，融通基金在权益投资、固定收益、指数开发、FOF等领域大力布局央企主题投资特色产品和业务。 2023年，公司发行成立融通中证中诚信央企信用债指数基金，首募资金达20 .31亿元，截至今年一季度末，规模增至 31 .42亿元。

同时，融通基金利用自身专业投研能力，支持中国诚通集团与中证指数公司联合开发了一系列指数，助力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价值发现与提升。

6 月 20 日 ， 中 证 诚 通 国 企 战 略 新 兴 产 业 指 数 发 布 ， 这 是 全 市 场 首 只 聚 焦 国 企 战 略 新 兴 产 业 的 指 数 。 该 指 数 从 战 略 新 兴 产 业 主 题 上 市 公 司 中 ， 选 取 了 50 只 成 长 潜 力 较 大 的 国 企 上 市 公 司 证 券 作 为 指 数 样 本 ， 反 映 战 略 新 兴 产 业 中 该 类 国 企 上 市 公 司 证 券 的 整 体 表 现 。 去 年 ， 中 证 诚 通 央 企 ESG 指 数 、 中 证 诚 通 央 企 红 利 指 数 、 中 证 诚 通 央 企 科 技 创 新 指 数 等 央 企 系 列 指 数 也 陆 续 问 世 。

围绕上述央企指数，融通基金已经上报了融通中证诚通央企ESG、融通中证诚通央企红利、融通中证诚通央企科技创新三只ETF，获批后将陆续发行。 未来，融通基金还将支持中国诚通集团丰富“央企价值 +” 指数系列，并持续推动相关指数 ETF的发行。

去年6月，诚通证券携手融通基金共同开启“聚焦新质生产力·走进央国企” 系列调研活动。 截至目前，先后调研走访了近60家国央企上市公司，主题涵盖“新质生产力培育”“东北全面振兴”“上海五个中心建设”“长三角先进制造业” 等。 为后续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助力国资央企新质生产力构建、贯彻落实国资委五个价值精神和市值管理要求打下基础。

“背靠央企，我们肯定不能做野蛮生长、毫无克制的‘暴发户’ ，也不能急功近利 、做一闪即逝的流星，而是要做资本市场上的‘常青树’ ，追求基业长青。 ” 张威表示，融通基金的目标是希望能够成为一家百年投资机构。 日拱一卒，功不唐捐。 在资本市场，要有马拉松的心态。

他认为，在资本市场，有时候赚快钱很容易 ，比如出现爆款产品或市场高点时，客户会“非理性” 入场，这时无疑是基金公司快速扩张的好时机 。 但对客户而言，风险收益比已经明显不合适。 对基金公司而言，对规模和利润的克制，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美德。 不应该盲目追求规模和业务的扩张，不应以激进的业务模式换取短期的规模和利润，而应该追求做强做优 。

构建“两翼齐飞” 发展格局

构 建 国 内 业 务 和 国 际 业 务 “两 翼 齐 飞 ” 的 发 展 格 局 ， 成 为 融 通 基 金 新 时 代 下 的 重 要 战 略 。

国内业务方面，融通基金将在加强主动投资管理能力建设基础上 ，大力发展指数投资业务。 张威认为，行业正加速从“1 .0” 的明星基金经理时代 ，向“2 .0” 的工具化产品时代以及“3 .0” 的主动指数工具时代迈进。 融通基金将在助力央企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方面主动作为，立足“3 .0” 时代，依托公司大类资产配置投委会，充分发挥大类配置团队作用，围绕央企编制指数，运用FOF形式实现对各类主题风格ETF投资的主动管理，并积极储备、稳步推进“3 .5” 时代的人工智能技术。

他表示，指数投资具有一系列显著优势：低成本低费率，投资费用得以不断降低；指数清晰透明，投资的便捷性较高 ；随着市场有效性不断提升，主动基金长期稳定跑赢指数的难度越来越大，更加凸显优秀指数的投资价值；指数产品的多元化、国际化、专业化，能够进一步丰富投资者的选择。

“可以看到 ，在指数投资所具备的这些优势下，全球指数投资正在快速发展，美国市场指数产品规模已超过主动投资，全球市场指数投资的规模也即将超过主动投资。 A股指数产品的规模也在快速增长，成为公募基金的重要增长点。 ” 张威说，未来，融通基金将坚持走差异化路线，尽量回避扎堆发行，通过把优秀投研能力注入指数当中，主动自主定制指数，配套发行相应的产品。

中证指数网站数据显示，截至7月5日，中证诚通央企红利指数、中证诚通央企 ESG指数今年以来分别上涨 18 .51%、12 .01%，在同类主题指数中位居前列。

国际业务方面，融通基金将借助外方股东优势，积极“走出去” 和“引进来” 。

“随着全球金融市场的融合、人民币国际化，公募基金行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国际化发展机遇。 ” 张威认为，国际业务的拓展有助于提升公司的全球资产配置投研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

在国内降费的大背景下，“出海” 能够让公司进入新的市场 ，拓展客户群体和业务范围，获得更多投资机会，增加公司收入来源 。 引入海外主权基金、养老金、保险 、银行等长期资金，可为国内资本市场发展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

据介绍，国际化业务发展战略的制定基于融通基金的自身禀赋。 融通基金外方股东日兴资产是亚洲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之一，资产管理规模超过2400亿美元，渠道覆盖多达 400家机构。

张威说，今年5月，在拜访日兴资产时，双方已经深入探讨了中东业务合作、国际销售合作、央国企主题系列指数ETF业务、投资顾问业务、投研管理交流等内容，并达成了合作共识 。 接下来，加快国际化发展是融通基金的重点工作，将积极研究产品功能布局，壮大国际化专业人才队伍，引进海外资金。

同时，融通基金还将联合中国诚通集团、诚通证券，推进与日兴资产的高水平合作，充分汲取其国际化经验和全球化投资优势。 并加强与融通国际的协同，重点增强国际业务团队实力，提升海外投资研究能力。

进一步提升投研能力

“投 研 能 力 是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的 核 心 竞 争 力 ， 在 建 设 具 有 国 有 资 本 运 营 特 色 的 一 流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中 发 挥 着 决 定 性 的 作 用 。 ” 张 威 称 ， 融 通 基 金 重 视 投 研 核 心 能 力 建 设 ， 摒 弃 明 星 基 金 经 理 现 象 ， 正 在 不 断 强 化“平 台 型 、 团 队 制 、 一 体 化 、 多 策 略 ” 投 研 体 系 建 设 ， 打 造 多 层 次 的 投 研 梯 队 。

融通基金代任总经理商小虎介绍，目前，融通基金研究部已经实现了宏观 、策略、行业和公司全维度的研究覆盖。 在实际研究投资中，采取的方式是研究驱动投资，而非传统的研究员驱动投资。 基金经理不仅为所管理的基金负责 ，同时作为投研一体化的成员，需要参与到其擅长的行业和个股的研究工作中，并辅导相关研究员，共同为投研一体化服务。

对于基金经理的培养，融通基金实行两阶段流程：第一阶段，通过公共组合培养研究员的大局观，增强组合配置经验，加快从研究员成长为基金经理的进程 ；第二阶段，以投资体系六要素的框架为指导，持续推动基金经理主动完善适合自己的、内部自洽的投资体系，并在实践过程中帮助基金经理总结提炼。

除了内部培养外，融通基金还积极引进外部优秀投研人才，为公司注入活水。 自实际控制人变更为中国诚通集团以来，融通基金已经引进 31名投研人员，重点加强了权益、量化、固收、国际、专户 、FOF团队的人才队伍建设，持续优化升级公司人才结构，投资风格趋于多元化。

“对比同业，融通基金的投研人数相对于资产规模而言是富裕的。 ” 商小虎表示，下一步，融通基金将进一步完善投研人员梯队培养计划，以专家型基金经理为核心，以中生代基金经理为中坚力量，做好投研能力的积累与传承。 他表示，目前来看，投研体系建设初见成效。 近年来，融通基金旗下一批中生代基金经理正逐渐崛起。

培养和引进优秀投研人才后，如何将优秀的人留住，成为新形势下的一个重要课题。 对此，张威表示，人才是公募基金最核心的资源 ，需要尊重人才 ，同时提倡适度激励，构建激励与约束并重的竞争机制，激励在前、约束刚性。

自加入中国诚通集团以来，融通基金针对选聘录用、绩效管理、职级体系、薪酬福利等机制进行了多方位完善。 对于优秀员工给予充分的激励和晋升机会，而对于表现不佳的员工，则及时进行辅导和调整 ，针对连续表现不佳的员工设有退出机制，实现员工能进能出。 同时，根据市场情况和企业效益的变化，及时调整薪酬水平 ，确保收入能增能减，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我们提倡的是感情留人、事业留人、待遇留人、环境留人。 不断增强员工的央企荣誉感和企业归属感 ，提升员工的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 要留着那些志同道合的人。 ” 张威表示。

Wind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一季度末，融通基金总管理规模为 1450 .98亿元，相较于2022年一季度末增长超过 20%。

张威， 经济学博士。 现任诚通

证券党委书记、董事长。 曾任职于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此后担任中国

诚通控股集团金融管理部总经理、

诚通基金董事、诚通商业保理董事

长、南航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副

董事长、诚通保险经纪（上海）执

行董事兼总经理、 东兴证券监事。

2022年5月起，任融通基金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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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央企公募新底色

“打造具有红色基因的央企特色基金公

司” 成为张威提出的首要发展战略。 他认为，作

为央企公募， 除了需要履行公募基金的信托义

务外，还承担着服务国资央企的重要使命，这是

融通基金未来发展的新底色。

据介绍，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中国诚通集团

是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已

形成了基金投资、股权管理、资产管理、金融服

务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的“4+1” 业务格局。

作为中国诚通集团的一员， 融通基金自觉在集

团“4+1” 业务板块中找准自身定位，助力国资

央企高质量发展“改革工具箱” 建设。

近两年，融通基金在权益投资、固定收益、

指数开发、FOF等领域大力布局央企主题投资

特色产品和业务。2023年，公司发行成立融通中

证中诚信央企信用债指数基金， 首募资金达

20.31亿元，截至今年一季度末，规模增至31.42

亿元。

同时，融通基金利用自身专业投研能力，支

持中国诚通集团与中证指数公司联合开发了一

系列指数， 助力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价值发现与

提升。

6月20日， 中证诚通国企战略新兴产业指

数发布，这是全市场首只聚焦国企战略新兴产

业的指数。 该指数从战略新兴产业主题上市公

司中，选取了50只成长潜力较大的国企上市公

司证券作为指数样本，反映战略新兴产业中该

类国企上市公司证券的整体表现。 去年，中证

诚通央企ESG指数、 中证诚通央企红利指数、

中证诚通央企科技创新指数等央企系列指数

也陆续问世。

围绕上述央企指数， 融通基金已经上报了

融通中证诚通央企ESG、 融通中证诚通央企红

利、融通中证诚通央企科技创新三只ETF，获批

后将陆续发行。未来，融通基金还将支持中国诚

通集团丰富“央企价值+” 指数系列，并持续推

动相关指数ETF的发行。

去年6月，诚通证券携手融通基金共同开启

“聚焦新质生产力·走进央国企” 系列调研活

动。截至目前，先后调研走访了近60家国央企上

市公司，主题涵盖“新质生产力培育”“东北全

面振兴”“上海五个中心建设”“长三角先进制

造业” 等。 为后续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助力国资

央企新质生产力构建、 贯彻落实国资委五个价

值精神和市值管理要求打下基础。

“背靠央企，我们肯定不能做野蛮生长、毫

无克制的‘暴发户’ ，也不能急功近利、做一闪

即逝的流星， 而是要做资本市场上的 ‘常青

树’ ，追求基业长青。 ” 张威表示，融通基金的目

标是希望能够成为一家百年投资机构。 日拱一

卒，功不唐捐。在资本市场，要有马拉松的心态。

他认为， 在资本市场， 有时候赚快钱很容

易， 比如出现爆款产品或市场高点时， 客户会

“非理性” 入场，这时无疑是基金公司快速扩张

的好时机。但对客户而言，风险收益比已经明显

不合适。 对基金公司而言， 对规模和利润的克

制，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美德。 不应该盲目追

求规模和业务的扩张， 不应以激进的业务模式

换取短期的规模和利润，而应该追求做强做优。

构建“两翼齐飞” 发展格局

构建国内业务和国际业务 “两翼齐飞”

的发展格局， 成为融通基金新时代下的重要

战略。

国内业务方面， 融通基金将在加强主动投

资管理能力建设基础上， 大力发展指数投资业

务。 张威认为，行业正加速从“1.0” 的明星基金

经理时代， 向 “2.0” 的工具化产品时代以及

“3.0” 的主动指数工具时代迈进。 融通基金将

在助力央企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方面主动作

为，立足“3.0” 时代，依托公司大类资产配置投

委会，充分发挥大类配置团队作用，围绕央企编

制指数， 运用FOF形式实现对各类主题风格

ETF投资的主动管理， 并积极储备、 稳步推进

“3.5” 时代的人工智能技术。

他表示，指数投资具有一系列显著优势：低

成本低费率，投资费用得以不断降低；指数清晰

透明，投资的便捷性较高；随着市场有效性不断

提升， 主动基金长期稳定跑赢指数的难度越来

越大，更加凸显优秀指数的投资价值；指数产品

的多元化、国际化、专业化，能够进一步丰富投

资者的选择。

“可以看到，在指数投资所具备的这些优势

下，全球指数投资正在快速发展，美国市场指数

产品规模已超过主动投资， 全球市场指数投资

的规模也即将超过主动投资。 A股指数产品的

规模也在快速增长， 成为公募基金的重要增长

点。 ” 张威说，未来，融通基金将坚持走差异化

路线，尽量回避扎堆发行，通过把优秀投研能力

注入指数当中，主动自主定制指数，配套发行相

应的产品。

中证指数网站数据显示，截至7月5日，中证

诚通央企红利指数、 中证诚通央企ESG指数今

年以来分别上涨18.51%、12.01%， 在同类主题

指数中位居前列。

国际业务方面， 融通基金将借助外方股东

优势，积极“走出去” 和“引进来” 。

“随着全球金融市场的融合、 人民币国际

化， 公募基金行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国际化

发展机遇。 ” 张威认为，国际业务的拓展有助于

提升公司的全球资产配置投研能力， 增强核心

竞争力。

在国内降费的大背景下，“出海” 能够让公

司进入新的市场，拓展客户群体和业务范围，获

得更多投资机会，增加公司收入来源。引入海外

主权基金、养老金、保险、银行等长期资金，可为

国内资本市场发展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

据介绍， 国际化业务发展战略的制定基于

融通基金的自身禀赋。 融通基金外方股东日兴

资产是亚洲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之一， 资产管

理规模超过2400亿美元， 渠道覆盖多达400家

机构。

张威说，今年5月，在拜访日兴资产时，双方

已经深入探讨了中东业务合作、国际销售合作、

央国企主题系列指数ETF业务、投资顾问业务、

投研管理交流等内容，并达成了合作共识。接下

来，加快国际化发展是融通基金的重点工作，将

积极研究产品功能布局， 壮大国际化专业人才

队伍，引进海外资金。

同时，融通基金还将联合中国诚通集团、诚

通证券，推进与日兴资产的高水平合作，充分汲

取其国际化经验和全球化投资优势。 并加强与

融通国际的协同，重点增强国际业务团队实力，

提升海外投资研究能力。

进一步提升投研能力

“投研能力是基金管理公司的核心竞争

力，在建设具有国有资本运营特色的一流基金

管理公司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 张威称，

融通基金重视投研核心能力建设，摒弃明星基

金经理现象，正在不断强化“平台型、团队制、

一体化、多策略” 投研体系建设，打造多层次的

投研梯队。

融通基金代任总经理商小虎介绍，目前，融

通基金研究部已经实现了宏观、策略、行业和公

司全维度的研究覆盖。 在实际研究投资中，采取

的方式是研究驱动投资， 而非传统的研究员驱

动投资。基金经理不仅为所管理的基金负责，同

时作为投研一体化的成员， 需要参与到其擅长

的行业和个股的研究工作中， 并辅导相关研究

员，共同为投研一体化服务。

对于基金经理的培养， 融通基金实行两阶

段流程：第一阶段，通过公共组合培养研究员的

大局观，增强组合配置经验，加快从研究员成长

为基金经理的进程；第二阶段，以投资体系六要

素的框架为指导， 持续推动基金经理主动完善

适合自己的、内部自洽的投资体系，并在实践过

程中帮助基金经理总结提炼。

除了内部培养外， 融通基金还积极引进外

部优秀投研人才，为公司注入活水。 自实际控制

人变更为中国诚通集团以来， 融通基金已经引

进31名投研人员，重点加强了权益、量化、固收、

国际、专户、FOF团队的人才队伍建设，持续优

化升级公司人才结构，投资风格趋于多元化。

“对比同业，融通基金的投研人数相对于资

产规模而言是富裕的。 ” 商小虎表示，下一步，

融通基金将进一步完善投研人员梯队培养计

划，以专家型基金经理为核心，以中生代基金经

理为中坚力量，做好投研能力的积累与传承。他

表示，目前来看，投研体系建设初见成效。 近年

来， 融通基金旗下一批中生代基金经理正逐渐

崛起。

培养和引进优秀投研人才后， 如何将优秀

的人留住， 成为新形势下的一个重要课题。 对

此，张威表示，人才是公募基金最核心的资源，

需要尊重人才，同时提倡适度激励，构建激励与

约束并重的竞争机制，激励在前、约束刚性。

自加入中国诚通集团以来， 融通基金针对

选聘录用、绩效管理、职级体系、薪酬福利等机

制进行了多方位完善。 对于优秀员工给予充分

的激励和晋升机会，而对于表现不佳的员工，则

及时进行辅导和调整， 针对连续表现不佳的员

工设有退出机制，实现员工能进能出。 同时，根

据市场情况和企业效益的变化， 及时调整薪酬

水平，确保收入能增能减，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

创造力。

“我们提倡的是感情留人、事业留人、待遇

留人、环境留人。不断增强员工的央企荣誉感和

企业归属感，提升员工的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

要留着那些志同道合的人。 ” 张威表示。

Wind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一季度末，融通

基金总管理规模为1450.98亿元，相较于2022年

一季度末增长超过20%。

融通基金董事长张威：

打造央企公募新名片 勾勒两翼齐飞新局面

□本报记者 张韵

2022年4月，证监会核准中国诚通集团成为融通基金实际控制人，融通基金由此完成角色蜕变。 2022年5

月，张威出任董事长，接下了融通基金作为央企公募的新发展历程“第一棒” 。

经过两年的发展，蜕变成央企公募的融通基金发生了哪些改变？ 未来将有哪些发展战略？ 近日，张威在接受

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央企背景已成为公司发展新底色，未来，大力发展指数投资和国际化业务是两大重

点战略方向，将进一步提升投研核心能力，致力于成为行业百年老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