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部利得基金董事长何方：务实稳进 打造“利益共同体”

人物简介

何方，2019年3月起任西部利得基金董事长。 逾20年证券从业经历。 历任西部证券投资管理总部总经理、西部证券总经理助理兼上海第一分公司总经理、西部证券副总经理。 2017年9月至 2021年2月任西部证券总经理。

本报记者 徐金忠

再访何方，已经是公募基金行业挥别狂热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全新征程。

虽然时过境迁，但西部利得基金“我心依旧” 。 在何方看来，行业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恰逢其时，行业机构应该从善如流。 作为行业“新锐” ，西部利得基金应该保持着自己的格调和节奏，“基础产品供应商” 的行业定位不变，“以投研为导向” 的发展重心不变，务实稳进的业务发展思路不变。

新形势有新要求。 西部利得基金的求变上升到更为高级的层面：打造投资者、基金公司以及行业从业者之间的“利益共同体” 。 其中，基金公司和从业者以专业理性着力提升投资者的获得感；投资者和基金公司及其从业者之间建立互信关系合力取得共赢局面。

谋新发展之局、谋高质量之势。 这就是西部利得基金当下的稳进致远之策。

“再回首我心依旧”

“务实” 是西部利得基金的处世哲学。 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做适合的事情，积跬步而至千里，是西部利得基金选择的发展策略。

距离中国证券报记者上次采访何方，已经过去了两年有余。 这段时间里，公募基金行业的变化不可谓不大：基金公司逐渐摆脱简单追求规模、效益的“迷思” ，而是将投资者的获得感作为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将专业、理性作为投研团队最好的市场卖点；爆款基金产品经历市场考验，在考验之中反思，在反思之中求变，市场各方求解行业发展如何更上

一层楼……

行业变化之中，西部利得基金在做什么？

在何方看来，在这段时间里，西部利得基金的发展“我心依旧” 。

在行业定位上，西部利得基金“基础产品供应商” 的行业定位没有变，仍然将为投资者提供标准化的资产管理产品为己任，在产品谱系上，固收、量化、主动权益等多线推进。 今年5月，西部利得基金拿到QDII投资额度，为产品矩阵提供连接海外业务的抓手 ，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多选择。

在发展重心上，西部利得基金“以投研为导向” 的核心要义不变。 何方坚持自己的判断，即在资管行业中，越不追求规模的公司越不缺规模。 规模只是投研能力建设的结果，只是真正做到对投资者负责后自然而然的结果。 唯有坚实的投研基础，并在投研的基础之上，研发出适销对路的产品，实现让投资者真正获得收益的投资，才是专业的投资机构真

正的立身之本。

更为重要的是，西部利得基金务实稳进的发展思路不变。 作为“二次创业” 而来的新锐基金公司，西部利得基金对自己的认知始终保持清醒 。 这是专业和理性的清醒之声，西部利得基金唯有坚持“成本收益核算”“投入产出比较” 等的务实思维，才能为公司的发展留下足够的长远空间。

在务实稳进的思路指导下，西部利得基金的一系列举措可圈可点 。 公司产品线的发展，保持适度的前瞻性，但是在产品创新上“以跟随为主 ” ，向创新要产品活力，同时用“跟随策略” 严控创新风险；公司投研团队的建设以内部培养为主，兼顾外部优秀人员引进，内部培养有理念可控 、路径可控、成本可控等优势，外部引进有多元理念、多种路径、迅速上

岗等好处，两方面结合、事半功倍。

“西部利得基金在近年来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态势。 在资产管理行业，西部利得基金有了一定的‘记忆点’ ，引起了部分同行的关注。 ” 何方一贯谦逊低调。

“利益共同体” 行稳致远

稳进务实，是西部利得基金一贯的发展态势，在公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阶段，自然如鱼得水、从善如流。

在何方看来，公募基金行业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是行业发展的客观规律。 国内宏观经济切换至高质量发展阶段，资本市场必然迎来发展动能的转换 ，资产管理行业也必须同步进入到新模式之中。

何方认为，公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丰富、外延广阔，是行业固本培元的全方位革新。 西部利得基金的发展，有幸与行业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合拍 ” 。 公司将坚持发展的初心和使命，在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静水深流、行稳致远。

何方认为，公募基金行业到了真正彰显行业初心、真正以专业理性谋求发展的新征程。 “受人之托、代客理财 ” 的公募基金行业，唯有在行业冷静下来的时候，才能叩问初心、返璞归真。

“没有质量的规模或者产品，其实没有意义 。 在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行业发展的节奏固然慢了下来，但是在新的发展节奏中，专业的投资机构可以慢慢更好布局。 虽然不能说‘慢就是快’ ，但起码可以说‘慢就是不慢’ 。 ”

那么，在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专业的资产管理机构应该如何做？

何方紧抓一个核心问题 ：“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把投资者的收益放在核心的位置上？ ” 在他看来，一家优秀的资产管理机构，应该将“投资者利益第一” 的理念贯穿在自上而下的决策和管理当中。 何方甚至认为，在资产管理行业，应该对行业机构为投资者赚取收益的情况和机构自身盈利情况之间进行权衡和平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站在核心的位置 ，而不至于本末倒置。

这样的更高要求，在何方看来，涉及到投资者、基金公司以及行业从业人员等多方面的关系。 “不得不说，当下行业各方都面临调整和适应。 作为行业的从业人员，也遭遇了行业、公司以及个人的方方面面的挑战，大家都在寻求突围 。 ”

因此，只有打造各方“利益共同体” ，行业才能践行初心、行稳致远。 在何方看来，西部利得基金整体的稳健发展态势，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避免了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 西部利得基金在近年来的发展中，重点向主动量化、主动权益等方面进行拓展，其中量化投资满足了投资者需求，尽管后续产品遭遇市场考验，但也在一定阶段为投资者提供了优质的

投资产品和投资工具；主动权益方面，公司坚持“专精特新” 的布局思路，同时兼顾市场发展变化，推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顺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题产品，体现了产品布局的前瞻性。 另外，观察西部利得基金的投资者陪伴，也可以看到，面对市场整体的震荡调整，西部利得基金持续输出优质内容，在市场低谷期，重建信心、重塑信任。

此外，“利益共同体” 的打造中，还涉及基金公司自身盈利、从业人员自身发展的问题 。 在西部利得基金，已经将公司自身利益确定无疑地“依附 ” 在投资者之上，唯有为投资者赚钱，才能有公司的长远利益；同时，公司从业人员清楚地认识到，个人的发展需要依靠行业和公司平台的发展，唯有合力一致。

秉承专业理性精神

“很多行业发展的历史经验，已经不能简单地做线性外推 。 ” 站在公司管理决策的角度，何方感叹说。

确实如此 ，在行业求索新发展的阶段，在公司寻求新突破的阶段，决策管理的难度可想而知 。 对于致力于打造各方“利益共同体” 的西部利得基金，其决策管理更是考验多多 。

在何方看来，虽然有管理决策的难度，但是秉承专业理性的精神，事情的多个方面都在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在向上的层面，基金公司的决策管理需要对股东方负责 。近年来，随着行业高质量发展深入人心，向上层面的沟通交流变得更为通畅，股东高度认可公司的发展战略，为公司发展提供了非常大的支持。在向下的层面，基金公司的决策管理需要赢得一线员工的认可。 当下的一线员工，包括投研团队在内 ，都面临不小的压力，在具体实践中，作为决策管 理

层，何方努力在自己所在的层面，为一线团队“屏蔽 ” 噪音信息和不良情绪。 “在大家情绪焦灼的情况下，需要管理层的担当和作为。 ” 何方说。

在更为关键的与投资者沟通交流层面，何方认为，基金公司的决策管理，需要有同理心，需要与投资者站在一起。

何方认为，相对于分散的投资者群体，基金公司及其决策管理更应该系统化进行变化和革新，用同理心，去了解和理解投资者的所思所想所求，明白了投资者利益这一根本，公司的决策管理就可以化繁就简，保持定力。

对于公募基金行业、对于西部利得基金、对于何方个人，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当下，面临的困难挑战 、需要做出的改变都还很多。 西部利得基金和何方个人，都很务实地将自己的实践定义为一种尝试。 不过，务实稳健推动自身的发展，谋利、谋局、谋势，西部利得基金或能为行业提供更多有益的借鉴乃至成功的经验。

fund

08

中证问基

2024

年

7

月

22

日 星期一

编辑：陈晓刚 美编：韩景丰

西部利得基金董事长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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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访何方，已经是公募基

金行业挥别狂热阶段，进入高

质量发展的全新征程。

虽然时过境迁，但西部利

得基金“我心依旧” 。 在何方

看来，行业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恰逢其时，行业机构应该从善

如流。 作为行业“新锐” ，西

部利得基金应该保持着自己

的格调和节奏，“基础产品供

应商” 的行业定位不变，“以

投研为导向” 的发展重心不

变，务实稳进的业务发展思路

不变。

新形势有新要求。 西部利

得基金的求变上升到更为高

级的层面：打造投资者、基金

公司以及行业从业者之间的

“利益共同体” 。 其中，基金公

司和从业者以专业理性着力

提升投资者的获得感；投资者

和基金公司及其从业者之间

建立互信关系合力取得共赢

局面。

谋新发展之局、谋高质量

之势。 这就是西部利得基金当

下的稳进致远之策。

“再回首我心依旧”

“务实” 是西部利得基金的处世哲学。在有限的资源条件

下，做适合的事情，积跬步而至千里，是西部利得基金选择的

发展策略。

距离中国证券报记者上次采访何方，已经过去了两年有

余。 这段时间里，公募基金行业的变化不可谓不大：基金公

司逐渐摆脱简单追求规模、效益的“迷思” ，而是将投资者的

获得感作为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将专业、理性作为投研团

队最好的市场卖点；爆款基金产品经历市场考验，在考验之

中反思，在反思之中求变，市场各方求解行业发展如何更上

一层楼……

行业变化之中，西部利得基金在做什么？

在何方看来，在这段时间里，西部利得基金的发展“我心

依旧” 。

在行业定位上，西部利得基金“基础产品供应商” 的行业

定位没有变， 仍然将为投资者提供标准化的资产管理产品为

己任，在产品谱系上，固收、量化、主动权益等多线推进。今年5

月，西部利得基金拿到QDII投资额度，为产品矩阵提供连接

海外业务的抓手，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多选择。

在发展重心上，西部利得基金“以投研为导向” 的核心要

义不变。 何方坚持自己的判断，即在资管行业中，越不追求规

模的公司越不缺规模。规模只是投研能力建设的结果，只是真

正做到对投资者负责后自然而然的结果。 唯有坚实的投研基

础，并在投研的基础之上，研发出适销对路的产品，实现让投

资者真正获得收益的投资， 才是专业的投资机构真正的立身

之本。

更为重要的是，西部利得基金务实稳进的发展思路不变。

作为“二次创业” 而来的新锐基金公司，西部利得基金对自己

的认知始终保持清醒。这是专业和理性的清醒之声，西部利得

基金唯有坚持“成本收益核算”“投入产出比较” 等的务实思

维，才能为公司的发展留下足够的长远空间。

在务实稳进的思路指导下， 西部利得基金的一系列举措

可圈可点。 公司产品线的发展，保持适度的前瞻性，但是在产

品创新上“以跟随为主” ，向创新要产品活力，同时用“跟随

策略” 严控创新风险；公司投研团队的建设以内部培养为主，

兼顾外部优秀人员引进，内部培养有理念可控、路径可控、成

本可控等优势，外部引进有多元理念、多种路径、迅速上岗等

好处，两方面结合、事半功倍。

“西部利得基金在近年来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态势。 在

资产管理行业，西部利得基金有了一定的‘记忆点’ ，引起了

部分同行的关注。 ” 何方一贯谦逊低调。

“利益共同体” 行稳致远

稳进务实，是西部利得基金一贯的发

展态势， 在公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阶

段，自然如鱼得水、从善如流。

在何方看来，公募基金行业进入高质

量发展的新阶段， 是行业发展的客观规

律。 国内宏观经济切换至高质量发展阶

段， 资本市场必然迎来发展动能的转换，

资产管理行业也必须同步进入到新模式

之中。

何方认为，公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内

涵丰富、外延广阔，是行业固本培元的全

方位革新。 西部利得基金的发展，有幸与

行业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合拍” 。 公司将

坚持发展的初心和使命，在高质量发展的

新阶段，静水深流、行稳致远。

何方认为，公募基金行业到了真正彰

显行业初心、真正以专业理性谋求发展的

新征程。“受人之托、代客理财” 的公募基

金行业， 唯有在行业冷静下来的时候，才

能叩问初心、返璞归真。

“没有质量的规模或者产品，其实没

有意义。 在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行业发

展的节奏固然慢了下来，但是在新的发展

节奏中，专业的投资机构可以慢慢更好布

局。虽然不能说‘慢就是快’ ，但起码可以

说‘慢就是不慢’ 。 ”

那么，在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专业

的资产管理机构应该如何做？

何方紧抓一个核心问题：“我们是不

是真的能够把投资者的收益放在核心的

位置上？ ” 在他看来，一家优秀的资产管

理机构，应该将“投资者利益第一” 的理

念贯穿在自上而下的决策和管理当中。何

方甚至认为，在资产管理行业，应该对行

业机构为投资者赚取收益的情况和机构

自身盈利情况之间进行权衡和平衡，只有

这样才能真正保障投资者的利益站在核

心的位置，而不至于本末倒置。

这样的更高要求，在何方看来，涉及

到投资者、基金公司以及行业从业人员等

多方面的关系。 “不得不说，当下行业各

方都面临调整和适应。作为行业的从业人

员，也遭遇了行业、公司以及个人的方方

面面的挑战，大家都在寻求突围。 ”

因此，只有打造各方“利益共同体” ，

行业才能践行初心、行稳致远。 在何方看

来， 西部利得基金整体的稳健发展态势，

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避免了损害投资者利

益的情况。西部利得基金在近年来的发展

中，重点向主动量化、主动权益等方面进

行拓展， 其中量化投资满足了投资者需

求，尽管后续产品遭遇市场考验，但也在

一定阶段为投资者提供了优质的投资产

品和投资工具；主动权益方面，公司坚持

“专精特新” 的布局思路，同时兼顾市场

发展变化，推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

低碳等顺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题产品，

体现了产品布局的前瞻性。 另外，观察西

部利得基金的投资者陪伴， 也可以看到，

面对市场整体的震荡调整，西部利得基金

持续输出优质内容，在市场低谷期，重建

信心、重塑信任。

此外，“利益共同体” 的打造中，还涉

及基金公司自身盈利、从业人员自身发展

的问题。 在西部利得基金，已经将公司自

身利益确定无疑地 “依附” 在投资者之

上，唯有为投资者赚钱，才能有公司的长

远利益；同时，公司从业人员清楚地认识

到，个人的发展需要依靠行业和公司平台

的发展，唯有合力一致。

秉承专业理性精神

“很多行业发展的历史经验，已经不

能简单地做线性外推。 ” 站在公司管理决

策的角度，何方感叹说。

确实如此， 在行业求索新发展的阶

段，在公司寻求新突破的阶段，决策管理

的难度可想而知。 对于致力于打造各方

“利益共同体” 的西部利得基金，其决策

管理更是考验多多。

在何方看来， 虽然有管理决策的难

度，但是秉承专业理性的精神，事情的多

个方面都在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在向上的层面，基金公司的决策管理

需要对股东方负责。 近年来，随着行业高

质量发展深入人心，向上层面的沟通交流

变得更为通畅，股东高度认可公司的发展

战略， 为公司发展提供了非常大的支持。

在向下的层面，基金公司的决策管理需要

赢得一线员工的认可。 当下的一线员工，

包括投研团队在内， 都面临不小的压力，

在具体实践中，作为决策管理层，何方努

力在自己所在的层面， 为一线团队 “屏

蔽” 噪音信息和不良情绪。 “在大家情绪

焦灼的情况下， 需要管理层的担当和作

为。 ” 何方说。

在更为关键的与投资者沟通交流层

面，何方认为，基金公司的决策管理，需要

有同理心，需要与投资者站在一起。

何方认为， 相对于分散的投资者群

体，基金公司及其决策管理更应该系统化

进行变化和革新，用同理心，去了解和理

解投资者的所思所想所求，明白了投资者

利益这一根本，公司的决策管理就可以化

繁就简，保持定力。

对于公募基金行业、 对于西部利得

基金、对于何方个人，在行业高质量发

展的当下，面临的困难挑战、需要做出

的改变都还很多。 西部利得基金和何方

个人，都很务实地将自己的实践定义为

一种尝试。 不过，务实稳健推动自身的

发展，谋利、谋局、谋势，西部利得基金

或能为行业提供更多有益的借鉴乃至

成功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