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基金报】浙商基金：以人工智能构建新型基金公司 

 

中国基金报记者应尤佳 

 

近日，业内首率先于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基金——浙商智能行业优选基金将

于本月 24日正式募集结束。 

 

据悉，这只基金将由数百位人工智能“机器基金经理”处理、竞争，最终由

人类基金经理选择胜出的人工智能组合。这只是浙商基金整体人工智能布局的开

始，浙商基金将继续布局人工智能产品，以人工智能技术全面赋能主动权益和固

收投资，未来他们还计划将人工智能技术延伸运用到公司的各个方面。 

 

在浙商基金内部，基金经理被分为人工智能“基金经理”和“人类”基金经

理。为了让人工智能能够与人类同台投资竞技，他们经过了四年的努力。日前，

中国基金报记者专访浙商基金总经理聂挺进以及浙商基金人工智能团队，详细了

解该公司的特色发展之路。 

 

真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体系 

 

浙商基金准备发行的这只新基金是基于数百个人工智能“基金经理”的投

资研究成果。在模型中，数百个基于不同投资逻辑、方法论的人工智能机器人，

根据各自对人类投资方式的学习形成各自的投资决策，然后在数百个不同的投资

决策、配置方案中相互竞技，最终产生最优方案。 

 

“目前我们的人工智能‘基金经理’有 300多个，数量还会增加，做得不好

的也会被淘汰。”浙商智能行业优选拟任基金经理向伟博士向记者介绍，团队每

找到一种新的投资逻辑与方法，就可以形成一个新的“基金经理”，让新方式参

与到人工智能的学习中。 



人工智能团队主要做的是让这些人工智能“基金经理”去学习人类优秀的

投资方式，他们使用大数据、方法论研究、深度行业研究等各类数据成果来训练

这些人工智能“基金经理”，让它们能够持续快速学习和迭代。“这些人工智能

‘基金经理’在各自的因素设置下，不断学习人类基金经理优秀的投资方法，这

是它们的优势所在。”向伟说。 

 

“从现在的运行情况来看，可能每个人工智能‘基金经理’能够学到人类投

资风格的七成，但由于可以学习到所有的风格并且互相竞争，因此当市场在各个

投资风格的切换中，它们更易保持业绩的平稳。”向伟介绍，“如果在各个风格

下，一个基金经理都打到 70 分，这个基金经理的业绩应该是长期稳定向上的，

但这是很难做到的。” 

 

浙商智能行业优选另一位拟任基金经理查晓磊博士表示，从过去人工智能运

行的结果来看，在运行初期，人工智能“基金经理”的投资效果较为一般，但随

着运行时间的增加，人工智能“基金经理”显示出了快速学习、快速迭代的效果，

投资成绩不断提升。 

 

围绕人工智能构建基金公司 

 

一直以来，不少基金公司都在引入人工智能手段，有的公司用于提升投资研

究水平，有的公司侧重于提升智能投顾服务水平，也有的公司用于提高中后台运

行效率。 

 

对于浙商基金而言，人工智能不是辅助工具，而是企业核心。“从 2015 年

开始，浙商基金就开始了一系列智能投资基础建设工作。”聂挺进说，“前两年

我们一直在构建一些底层的东西，基于大数据加 AI 技术，在投资领域实现数据

信号化、信号策略化、策略模型化、模型可视化，最终达到人机之间的互动，以

提升模型运行效果。”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短短两年时间内，浙商基金 IT 人员增加了 3 倍。当

前浙商基金的投研背景在业内肯定是很特别的，人工智能团队里大多是理工科和

计算机背景的博士，此外，在主动权益、固收上也都配置了相应数据官，进行人

类与人工智能的对接。 

 

对于人工智能“基金经理”而言，要提升投资能力，就要有足够多的优秀投

资方式供其学习，在过去国内 20 年的投资经验中，虽然已经有大量可供学习的

公开数据，但在交易等一些细节层面上，还需要大量基金公司内部的数据支持。

为此，浙商基金筹备组建智能权益投资部，未来将主动投资与智能投资团队合二

为一，一方面加强人类与机器智慧的融合，另一方面也促进 AI 团队对 HI 团队

（主动权益投资）的深度赋能，提高公司内部的合作效率。 

 

“说实话，在一家体量很大的基金公司，推进人工智能改造，融合 AI与 HI，

难度可能比较高，但我们是一家创业公司、创新公司，我们的基金经理、研究员

绝大部分都是内部培养的，很多投研人员从进入投研工作后，就开始和 AI合作，

工作方向和立足点与传统基金公司有本质区别，这也是我们的优势所在。”聂挺

进说。 

 

聂挺进将人机互动的进展写进 KPI考核，每年投研人员都需要定量地为人工

智能提供投资研究支持，而人工智能团队每年也需要定量地帮助投研团队提升主

动管理效率和能力。 

 

在浙商基金内部，在很多细节方面都为了人机互动而设置，就连安排座位都

是这样。人工智能团队的座位位居整个投研办公室的最中间，这样方便团队和周

围的研究员、基金经理进行最直接的交流。 

 

据聂挺进介绍，由于投研团队习惯于人工智能团队的“科技赋能”，因此，

他们经常主动地将一些在投资研究中碰到的问题与人工智能团队交流，而人工智

能团队也经常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现在他们互相之间的交



流很多。这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工作习惯。” 

 

构建整套人工智能体系 

 

过去 3 年，浙商基金初步建设了三套人工智能体系：FICC 系统、LUCY 系统

和 AI-Beta 系统。 

 

FICC 系统相当于固定收益的 AlphaGo（阿尔法 GO），从全球化跨市场角度，

挖掘债券市场的驱动力；从信用因子模型为投资者展示数量化的信用分析模型及

机器学习与人工结合的定价方式，搭建知识图谱挖掘负面舆情。 

 

聂挺进介绍，在科技驱动的道路上，最初他们也在阿尔法 GO 和阿尔法 ZERO

之间做过选择，最后发现在投资中运用阿尔法 ZERO 的方式不甚理想。对此，聂

挺进感叹:“人工智能需要持续投入，因为有些投入会出现试错的过程，只有持

续投入才能在试错之后还能再‘试对’，并且不再重复犯错。” 

 

LUCY 系统是基于人机互动的核心股票投资系统，依托数字化、自动化的信

息工具，前瞻性把握投资机会，实时跟踪标的情况，科学化监控股票组合风险，

大幅提高投资效率，从而追求更高的超额收益。 

 

AI-Beta系统是一套以 SmartBeta的视角，拆解股票市场，跟踪有效的风险

定价因子，以 AI的视角审视 SmartBeta，让风险更加透明、流程更加科学。 

 

从今年 4 月起，浙商基金已开始尝试将部分系统向浙商的各业务体系输出，

甚至给外部客户试用。 

 

“我们希望让客户知道怎样更好地配置 SmartBeta，如何构建长期投资视角

而不是追求短期收益。”聂挺进表示，现在市场上已经有一些核心客户开始关注

他们的成果了。 



“此次拟发行的产品拟在招商银行发行，招行在科技金融方面走在市场最前

列，他们也欢迎我们这样的创新。”聂挺进说。 

 

在聂挺进的规划中，浙商基金的人工智能战略才刚刚开始，现在只是迈出了

第一步。他认为，未来 3到 5年，随着打破刚兑，净值化的公募基金将迎来黄金

发展期。 

 

浙商基金接下来要做的可以概括为坚持长期主义、发展战略聚焦、实现专业

分工、加速系统融合四个方面。他们将持续完善人工智能的产品线布局，未来还

会在绝对收益领域、固定收益领域内增加人工智能类投资产品，同时，人工智能

手段还会运用到基金经理的主动管理中。再往后，他们会将人工智能加入他们的

投资顾问业务以提升投顾的水平，并将人工智能逐步从前台向中后台部门延伸。 

 

四年磨一剑 瞄准基金行业痛点 

 

在加入浙商基金之前，聂挺进在博时基金管理投资研究工作，在那里他结识

了时任博时基金总经理肖风。肖风是个心怀科技情结的金融人，他在博时基金时

就强调科技投入。 

 

2015 年，两人在浙商基金再次相遇，为了科技金融的共同理想，开启了“二

次创业”。 

 

“干还是不干？”聂挺进不是没有犹豫过。当时，孩子已经在深圳读书，要

来浙商基金就意味着要举家搬迁到上海。最终，聂挺进决定冒这次险。“当时我

们决定到浙商基金来，可以说是有理想主义支撑的。”他回忆说。 

 

早在 2013年，肖风就意识到随着大数据的发展和 AI技术的出现，金融行业

可能会出现巨大的改变，他们要在浙商基金的平台上构建出一个属于未来的基金

公司。 



“长期以来，基金行业一直以个人的投资能力来实现公司和行业的价值，但

依靠个人能力所取得的超额收益往往难以追溯和复制。”聂挺进说，相比于其他

行业，中外金融行业的变革步伐相对比较缓慢。 

 

从一开始，他们就决定不走大而全的基金发展道路，而是通过寻求独特的优

势来构建品牌。“我们要做的就是坚持精品化、差异化发展方向，坚持长期主义，

布局战略型产品。”聂挺进表示，他们希望能够用科技手段更好地解决基金行业

痛点。 

 

聂挺进介绍，首先他们要追求更好的投资者体验。“当时我们就提出，个人

英雄主义式的、小作坊式的投资模式需要改变。投资本身不是一种科学也不是一

种艺术，而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科学的特点是成果是可叠加的，而艺术的特点

是成果是不可叠加的。” 

 

浙商基金要寻求的是一种基于科学的可复制、可追溯、可预期的投资模式。

“公司明确提出‘科技驱动价值’的口号。”聂挺进说，这个“价值”，在投资

中是要秉承价值投资的投资方式，而在公司的整个体系中，则要体现出金融本该

有的价值。他们从整个公司的角度来进行构建，希望能够改善金融生态体系的这

一“价值”。 

 

“我和肖风总曾经讨论过，基金公司真正的优势应在哪里？”聂挺进说，在

过去许多年里，基金公司真正的优势可能还是牌照优势，有公募基金牌照多多少

少都能够获得一些稳定的基金管理收入。另一个优势是平台优势，就是优秀的基

金经理在基金公司的平台上能够做出优秀的投资业绩来，但这种平台优势并不一

定是长期可持续的，明星基金经理一走，公司的投资能力就会受到严重损失，好

的公司也许可以通过团队来弥补这种损失，但这种传承也是不连贯的。 

 

在浙商基金看来，无论是基民投资体验差的问题，还是基金投资业绩不稳定

的问题，都可以考虑通过科技来解决。 



聂挺进期待以人工智能的方式来管理基金，不会出现因为个人离开而突发业

绩波动的问题。同时，在对人工智能“基金经理”进行投资训练的过程中，他们

也强调要人机结合。 

 

“人类创造智慧，人类发现价值，机器则发扬光大，从而实现科技驱动价值。”

聂挺进说，“人和机器不是竞争关系，而是相互合作，共同实现底层资产和时间

轴层面的分散化投资，使得人工智能‘基金经理’创造更优的基金夏普率，尽量

把收益率曲线做得更平滑，让投资者在任何时点买入都能够稳定地获取绝对收

益。” 

 

这就是浙商基金多年来努力的方向。“一切还刚开始。”聂挺进说，“我们

可能只比别人早走了半步，但一切都还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