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商基金总经理王波：健康、稳定的市场环境有助于提高基民获得感 

 

证券时报/券商中国记者 王小芊 

 

“一个健康、稳定的市场环境能让投资者有更好的获得感。”在浙商基金成立十

三周年之际，公司总经理王波在接受采访时向记者这样说道。 

 

王波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和长江商学院，拥有投资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学双硕士学

位。加入金融行业的 25 年里，王波的工作履历覆盖银行、信托、租赁、公募等

多个细分行业。 

 

“公募行业对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很高，业务也很纯粹，就是做好投资、为客户

创造收益。”在王波看来，制度的完善、监管的支持、从业人员的自律等，都是

这个行业长期发展的基石。而要解决“基金公司赚钱，基民不赚钱”的问题，除

了良好的市场环境，投资者也应以资产配置的理念投资基金。 

 

近年来，浙商基金以 AI（人工智能）赋能投资的发展道路获得了市场的认可。王

波认为，通过 AI 技术将投研方法抽象为模型留存在系统中，有助于解决公募公

司普遍存在的投研人员培养周期较长、对明星基金经理过度依赖等问题，投研效

率也能够大幅提升。 

 

制度的完善是行业长足发展的核心 

 

证券时报记者：请介绍一下你的从业经历 

 

王波： 1998年，我加入工商银行，之后在深圳发展银行、渤海银行和广发银行

工作过。深圳发展银行是平安银行的前身，我在那里担任过分行信贷执行官；在

渤海银行担任过总行信贷监控部负责人和分行风险总监；在广发银行担任过总行

区域信贷审批中心、战略管理部、风险管理部等部门总经理。银行的工作经历主

要是在信贷管理、风险管理、战略管理等方面。 

 

2018年，我离开银行业，先后在中国万向控股下属的万向信托担任副总裁，万向

租赁担任总经理，浙商基金担任总经理。 



 

证券时报记者：你曾在银行、信托、融资租赁、基金等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工作

过。与其他行业相比，你认为基金行业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王波：我认为最大的区别，基金行业是做投资，另外几个行业是做融资。银行的

主业是贷款；理财业务，从客户角度是投资，但从银行的角度，很多资金投向是

和信贷业务、信贷客户相关的。信托前些年的主业是非标，本质也是融资。而基

金行业，投资人买基金是投资，基金公司投向股票、债券也是投资，基金产品是

净值化、标品、非刚兑的。基金行业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是非常高的，很大程度

上，是这个行业更依赖个人的素质和能力。银行的业务人员想给某个优质企业放

笔贷款，企业会因为这家银行利率高、额度小、服务差等原因而不接受；但对于

基金经理来说，在交易所交易的所有优质企业的股票都可以按市价买卖，他们按

照自己的判断做好投资分析就可以了，这个业务是相对纯粹的。 

 

证券时报记者：在公募行业成立二十五周年之际，你对行业未来的发展有何期望？ 

 

王波：我是去年加入基金行业的，到现在刚好一年多，浙商基金最近也刚举办了

十三周年庆。我希望基金行业一是健康，二是发展，三是从业人员能受到尊重。

基金行业规模虽然一直在增长，市场行情波动较大，加上少数从业人员不自律的

表现，行业受到一些质疑。 

 

公募基金行业要长足发展，我认为需要几个方面的共同努力。一是制度层面，制

度的完善是最重要的。很多时候，一家企业做不好，或者一个行业发展不好，根

源都在于制度的缺失、不完善。可以说，制度的恶是最大的恶，制度本身不完善，

就会被利用，被钻空子。基金行业面对众多的个人投资者，监管出于保护个人投

资者的目的，制定了比较多的制度来约束基金公司的投资与运营，希望行业制度

可以越来越完善。 

 

二是监管对行业发展的支持。公募基金行业的头部化趋势在加强，比如非货规模，

行业前 15 家公司占比近 50%，而前 30 家公司占比已达 70%。，近几年成立的公

司，规模很难起来，大概率较长时间都处于亏损状态。现阶段公募机构的发展导

向是规模尽可能大、产品布局尽可能全面。机构投资者在选择基金公司合作时，

很多将基金公司的规模排名、股东背景等作为重要的依据。这其实是贷款、债项



投资、非标投资下的信用风险管控思路。公募基金行业监管相对完善，公募产品

是净值化标品投资，投资业绩和公司规模大小及股东背景并没有必然的关联。希

望中小基金公司、创新业务能得到监管更多的政策层面的扶持，支持中小基金公

司突破盈亏平衡点以便在投研和内控合规等方面投入更多资源，并鼓励各家公募

发展出自己的特色以减少同质化。 

 

三是行业自律。公募机构要以投资者为中心，以自己管理的产品为中心，时刻记

得自己为投资者服务的，是为投资者的资金服务的，是为投资者所投资的产品服

务的。 

 

健康、稳定的市场环境有助于提高基民获得感 

 

证券时报记者：“基金公司赚钱，基民不赚钱”是一个备受关注的公募话题。你

认为应如何提升投资者在资本市场的获得感？ 

 

王波：这个话题一直存在，只是行情好的时候提到的少。“基金公司赚钱，基民

不赚钱”，可以有两个维度的理解。一种情况是基金净值下跌，基民不赚钱，但

基金公司还是根据管理规模收取管理费；另一种情况是基金净值在较长时间内波

动上涨，最终涨幅较大，但基民在此过程中有申购有赎回，长期持有的较少，大

部分并没有赚到多少钱。不管哪种情况，投资者的体验总是不好的，需要基金公

司、投资者、监管机构等多方共同努力，来提升投资者的获得感。 

 

首先，需要一个健康、稳定的市场环境。市场环境对投资的影响非常大，如果贝

塔长期较差，要取得好的收益就比较难了，特别是个人投资者，更看中绝对收益。 

 

其次，监管从政策层面的支持。我们看到监管已经做了很多，包括降费让利投资

者等等。基金公司也在积极响应，例如对产品的管理费浮动收取。这些对行业的

长期健康发展一定有正向作用。 

 

另外，从基金公司的角度，考核制度也可以有所调整。例如，在市场冰点时适当

提高基金销售的激励系数，或者将投资者的获益情况作为基金经理和市场销售人

员的考核指标。 

 



当然，真正重要的，对基金公司来说，是要扎扎实实做好投研工作，以产品为核

心，以各个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来做好投资；对基民而言，则是要培养科学的投

资理念，无论在基金组合的投资还是各种类型金融产品的投资，投资者都要树立

资产配置的概念，根据资金属性和长中短期收益目标来进行投资。 

 

以人工智能模型提高研究成果的可继承性 

 

证券时报记者：浙商基金的管理规模近年来整体呈上升态势，请你谈谈公司未来

的布局重点和发展规划 

 

王波：公司近年来整体规模逐级攀升，一方面受益于行业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压

力催生了动力。毕竟行业的头部效应明显，如果不发展，就会被淘汰。 

 

我司近几年确实抓住了机会，有几个产品的规模增长较快。我们公司 AI+HI的投

研模式逐渐得到市场的认可，机构投资者的认可度逐渐提升，所以在下跌的行情

中，我们的管理规模还是比较稳的。 

 

我司目前的规模还属于中小型公募，希望经过努力，用若干年的时间进入行业中

等，我对行业中等的定义是 60名以内。我们也会坚持在 AI方面的发展特色，加

大对相关系统和模型的投入。 

 

证券时报记者：科技赋能是资管行业的发展趋势，也是浙商基金的战略特色，请

介绍一下公司的“科技驱动投资”是如何实现的。 

 

王波：浙商基金比较早就确定了以 AI 为自身发展特色。公司的肖风董事长作为

最早一批的基金行业人员，对于基金公司依赖明星基金经理、投研人员流动性大

的行业特点有深刻的认识，中小基金公司很难用传统模式和大中型公司竞争，所

以确定了 AI+HI 的投研模式，以降低对明星基金经理的依赖及投研人员流动的影

响。 

 

万向控股的金融科技优势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万向旗下的通联数据公

司是投资数据的供应商，我们 AI模型的很多基础性数据来自通联，部分 AI投研

系统也和通联合作开发。经过多年的经验积累，浙商基金已经迭代出了比较成熟



的模型。接下来，我们一方面将对模型及系统进行持续优化，另一方面也将探索

大模型在投研方面的应用。 

 

风险提示：基金有风险，投资须谨慎。人工智能投资存在固有缺陷，投资者应

当充分了解基金运用人工智能投资的风险收益特征。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

用、勤勉尽职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本材料仅为宣传材料，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不作为任何法律文

件。投资人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产品资料概要》等

基金法律文件，充分认识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并根据自身的投资

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因素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

理性判断并谨慎做出投资决策。投资基金应当通过基金管理人或具有基金销售

业务资格的其他机构购买和赎回基金，基金销售机构名单详见基金《招募说明

书》以及相关公告。我国基金运作时间较短，不能反映股市发展的所有阶段。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

成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以上观点和预测仅代表当时观点，随着市场变化今后

可能发生改变。特别声明：基金管理人与股东之间实行业务隔离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