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新中国走过 70 年蓬勃向上的发展历程，而基金行业刚过“弱

冠之年”。从 1998 年第一批基金公司成立到现在，公募基金公司数

量已增至 137 家。此外，市场上还有数以万计的私募基金，以及不断

入驻的海外机构投资者。随着市场扩容与参与者的不断增加，必然伴

随着竞争加剧与人才的流动。 

 

回首基金业 21 年峥嵘岁月，有人激流勇进，有人华丽转身，也有人

黯然离场。如果盘点谁还依旧坚守在第一线，浙商基金董事长肖风、

总经理聂挺进便是其中的代表。 

 

浙商基金的 AI“投资革命” 

——专访浙商基金总经理聂挺进 

 

记者 蒋金丽 

 

放眼全球，美国华尔街巨头们正积极拥抱金融科技，并大量引入 AI

（人工智能）学者与技术专家，拓展人工智能对金融领域的深度赋能。

而当下，国内也有不少金融机构开始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探索，浙商基

金就走上了这条特色化发展之路。 

 

2011 年底，肖风离开一手创建并执掌 13 年的博时基金，引发业内轰

动。面对媒体的询问，他回应：“要去做不一样的事情。”此后，肖



风加盟万向控股，担任副董事长。2015 年 3 月，受万向控股任命，

他以浙商基金董事长的身份重回公募，开启了“科技驱动价值”的投

资创新之路。 

 

随后，博时基金原投资总监聂挺进也加盟浙商基金，主管投研。近日，

一个骄阳似火的午后，在浙商基金的总经理办公室，这位从业十多年

的公募老将接受了《国际金融报》记者的专访。 

 

拥抱“AI 梦” 

 

“一家怀抱理想的基金公司。”聂挺进这样形容浙商基金，“当初也

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过来。” 

 

加入浙商基金之前，聂挺进在博时负责研究投资工作。当时，聂挺进

已经在深圳安家立业，正是怀抱着“打造一家科技驱动的精品特色型

基金公司”的理想， 2015 年，他举家从深圳搬迁至上海，入职浙商

基金。 

 

彼时，浙商基金旗下只有 4 只公募基金，总规模 5.21 亿，位列同业

后位。对于聂挺进而言，加盟浙商基金无异于创业。 

 

“我和肖总曾深入探讨，基金公司真正的优势是什么？浙商基金要如



何在行业中立足发展，确立自己的价值？”聂挺进说，“肖总早在博

时基金期间，就意识到大数据与科技对资产管理的深远影响，而余额

宝的诞生也深深触动了他。因此，从最开始，我们就确立了浙商基金

的科技属性。” 

 

过去，公募基金凭借着牌照和平台优势，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研究、投

资人才。随着大资管行业蓬勃发展，人才流动越来越频繁，“公奔私”

成为一股潮流。在公募浸淫多年，聂挺进深知基金行业的痛点。 

 

聂挺进认为，公募基金发展 20 多年来，仍然存在着三个待解决的痛

点：一是基金的超额收益很难被复制、追溯和预期，加之人才的流失，

导致基金的用户体验并不好；二是投资者教育不到位，基民往往在高

点申购、低点赎回，以至于长期以来都是基金公司赚钱，而基民不赚

钱；三是 13 万亿元的公募规模中，货币基金的占比超过六成，优质

的权益产品仍然相对较少。 

 

“我们想改变这一现状。”聂挺进表示，所以浙商基金明确了要做以

智能投资为支撑的特色型精品化公司。AI 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通

过与金融的结合，期望造就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而所有这一切的最

终目标，其实仍然是回到资产管理的信托本质——为投资者创造更大

的价值。 

 



同时，他也认为，与欧美等成熟市场上百年的发展历程相比，中国市

场的蓬勃动力与资本红利，未尝不是一次可以实现“弯道超车”的机

会。进入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能够率先实现信

息化、系统化改造的企业，将有更大的可塑性和发展潜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与传统基金公司的发展路径不同，新管理团队下的

浙商基金定调“科技驱动价值”，力求通过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方式，

不断构建新的资产管理方式与投资“护城河”。 

 

让情怀落地 

 

如何打造全新的“人机互动”的投研体系，是浙商基金这几年来一直

尝试做的事情。 

 

何谓“人机互动”？在聂挺进眼中，是基金经理和机器人相互赋能：

基金经理输出知识和经验，机器人则协助人类做出高效决策。 

 

聂挺进坦言，推行这套投研体系并非易事。“相比计算机设备等硬件

的投入，如何让投研人员愿意打破传统的工作模式，花费精力把自己

的能力固化到机器人身上，是更困难的地方。” 

 

浙商基金为此做了很多努力。在组织架构上，实现了主动权益与智能



投资团队的相互融合，并计划将智能与主动权益部门彻底合二为一。

工作中除了将互相赋能纳入绩效考核外，在办公座位上也做了特别的

调整——智能投资团队坐在办公室最中间，而其他投研人员坐在周

围，方便随时交流。 

 

“仅仅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变化，都会使得大家的心态和投入有所改

变。”聂挺进告诉记者，过去两年，浙商基金 IT 团队也大幅扩张，

就是为了尽快打造这样一个“人机互动”的投研模式。 

 

而对于机器人后来居上，公司内的基金经理是否会担心被降维、被取

代？面对记者的疑问，聂挺进认为，应该换个角度来看待。“对新事

物缺乏敏感度、没有创新和创意的基金经理，即便没有 AI，也会逐渐

丧失竞争力。只不过，以前是迫于同行竞争，现在还包括了 AI 技术

和投资体系的竞争。” 

 

“但基于当前的技术水平，机器人不会完全取代基金经理，更重要的

是赋能基金经理。”聂挺进补充道，投资本身的样本集比语音识别、

面部识别要复杂得多，里面有大量的人类工作可以去做。 

 

聂挺进认为，在投资领域，AI 目前暂不具备主动创造智慧的能力，而

更多的是学习优秀人类的成功经验，去追踪和增强已知策略。因此，

基金经理不用担心自己被机器人完全取代。浙商基金追求的人机互



动，是基于 AI+HI（人类智能）的投资体系，来打造“超人”基金经

理。 

 

四年磨一剑 

 

浙商基金围绕智能投研与智能投资方面做了一系列尝试和努力，不断

提升自身优势，构建竞争壁垒。 

 

经过四年多的打磨，浙商基金推出了国内首只基于工程学的人工智能

基金——浙商智能行业优选混合，率先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全面赋能基

金投资，实现人机结合的智能投资模式。 

 

据了解，这只基金的特别之处在于，投资信号由 300 多个经过深度学

习的“机器人”发出。它们训练有素，前期已经追踪了 3000 多个行

业的基本面数据，学习了 80 多位市场上排名前 50%的基金经理、超

500 位券商分析师和行业专家的智慧。运作后，还会根据市场环境和

要素的变化进行知识的更新迭代，目前以月均 10%的增速进行机器人

迭代。 

 

至于投资水准，浙商基金的目标是，争取每个机器人可以达到优秀人

类基金经理最优状态的 70%-80%的水平，从而实现分散投资、降低回

撤。这 300 多个机器人同样面临着残酷的优胜劣汰，表现优异者可以



分配到更多的投资金，而拖后腿者则可能被“下架”。纯 AI 基金的

基金经理职责更多的是调配、训练、安排机器人上岗。 

 

摸着石头过河 

 

运用 AI 技术的基金产品，既是国内公募基金首例，放眼国际也鲜有

先例。从业的十几年里，聂挺进曾多次前往华尔街考察。以前去都有

明确的收获，会知道指数基金、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社保基金、养

老金是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些都是人家摸索了二三十年的东西，所

以你有很好的学习目标。” 

 

近年来，华尔街金融巨头拥抱金融科技，引进人工智能顶级学者、教

授和科技公司高管已经屡见不鲜，华尔街与硅谷之间的互动连接也越

来越密切。 

 

大趋势似乎已经确定。去年下半年，当聂挺进再度远赴美国调研人工

智能在投资领域的实践时，他发现国内其实已经基本跟上了华尔街的

步伐。从智能金融、智能投顾再到智能资管，不同的领域都有一批优

秀的行业先行者在探路前行。 

 

“船开着开着，突然进入了未知的领域，从一个有地图的区域进入没

有地图的状态。所以我很难断定，未来基金行业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聂挺进对此感慨颇深。 

 

既知前路艰难，浙商基金为何还要做开拓者？用聂挺进的话来说，创

新本身是一件稀缺且难能可贵的事情，也正因为如此，它才有价值。 

 

避免重复的错误 

 

近年来，大数据和云计算得到广泛使用，AI 在投资中的应用也初露头

角。肖风和聂挺进都意识到，传统的小作坊式投研模式需要改变了，

未来投资中机器智能和团队协作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浙商基金董事长肖风在 2014 年出版的《投资革命》一书中写道：“工

业革命把人变成机器，信息革命把机器变成人。移动互联网在这两年

迅速发展，我们所熟悉的很多经济规律和价值创造规律被冲击、被改

变，进而将给资产管理行业带来颠覆性的变化。” 

 

人机结合考验的不光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如何将工程师文化带入到传

统金融公司，如何结合两种不同背景的文化特质，碰撞出精彩的火花，

考验着管理者的智慧。 

 

于是，浙商基金提出“科技驱动价值”的口号，在企业文化建设上不

断强调文化融合，并着手搭建“人机互动”的投研模式。旨在通过引



入另类数据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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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投资组合的超额收益可复制、可追溯、

可预期。 

 

聂挺进把这个投资创新的过程比作“挖井”。“我们知道，挖井的过

程非常痛苦，首先你要找对方向，然后持续投入。过程中会有难处，

但也许再往下多挖几米，水就出来了。”聂挺进认为，当下浙商基金

深入研究的另类数据、AI 技术与金融知识图谱，将共同筑造未来智能

投资的理论基础。 

 

创新的过程中难免走弯路，为了找到最佳的机器人学习方式，浙商基

金就曾同时对阿尔法 Go 和阿尔法 Zero 两套思路进行了内部测试。经

过实践并追踪，最终发现阿尔法 GO 的方式更加可行，即机器的投资

逻辑最终来自于优秀人类的智慧和经验，而只有人机互动才能创造更

大的价值。 

 

对于试错的过程，聂挺进选择“接受它，并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

他说，“这才是持续投入的意义”。 

 

创新从来都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前几年异常火热后来表现平平的大

数据基金，也许会让业界对 AI 投资心存余悸。浙商基金之所以不畏

争议、坚定科技创新，也许正如肖风在《投资革命》一书的开篇所言，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巨浪席卷之下，一些投资规则必然被重构。“我

逐渐明白，要么完成蜕变，逐浪而行，甚至踏浪而歌；要么抱残守缺，

甚至逆潮而动，最终被巨浪拍在沙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