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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PE/VC份额转让试点一年
交易规模达10.3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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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央企中国物流集团揭牌
坐拥120条铁路专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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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板块年内跌超40%
创近10年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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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保险公司暂别
互联网保险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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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股份停止收购
福华通达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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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伟

有人谈到公募基金经理离职，张口闭口就是
“离职潮”，还有的渲染为愈演愈烈、涌动不止等。

其实，所谓“离职潮”，只是聚焦单体数字，譬
如，截至今年11月底，年内已有287名基金经理离
职；变动基金经理的产品高达3048只，两组数据皆
创下历史新高。但如果看一下离职人数占基数的
比例，就不那么夸张了。

根据百嘉基金数据显示，公募基金经理离职数
量和当年增加的基金数量相比，近三年来，占比分
别是3.98%、3.87%、3.63%，占比是逐年减少的；根据
通联数据显示，更换基金经理数量与当年增加的基
金数量相比，近三年占比分别是 21.3%、18.7%、
17.8%。虽然从绝对数量来看，离职的，或者换帅的
人数越来越多，但从占比来看，却是逐年递减的。

离职占比不到4%，这与“离职潮”的差距还是
很大的。换帅的原因也很多，有的是公司内部人员
调整，这就与离职不搭界了。

可见，所谓的基金经理“离职潮”，其实是一个
伪命题。忽视行业发展，过度渲染离职，其实是制
造焦虑、贩卖焦虑。

掐指算来，中国的公募基金行业诞生也只有21
年，挥别成人礼也仅仅只有3年，年轻不成熟的特征
难以避免。但这个行业背负的责任却不小。目前
中国基民已经过6亿人，公募基金规模也已经突破
24万亿元，规模和投资者数量都在快速增加，“受人
之托，代人理财”，赢得投资者的信任和尊敬，公募
基金经理的压力可想而知。年轻而又责任重大，自
然需要更多的呵护，对这个行业任何的“盖棺定
论”，都应该抱着谨慎、严肃的态度。

如果不断贩卖“离职潮”这样的焦虑可能会影响
到基金的平稳运行，甚至会影响到行业的稳定发展。

不过，也要看到这么多人离职背后的行业问题，
不能藏着掖着。对于流言蜚语，不抱怨，而是作为推
动行业发展的推动力，针对问题，锐意改革。

基金公司的信誉、稳健的管理规模、完善的公
司治理，是基金经理队伍保持稳定的基础。12月2
日，睿远稳进配置两年持有期混合一日募集规模就
达1200亿元，时隔近11个月，千亿量级的爆款基金
又回来了。被投资者如此看好的公司，笔者相信公
募基金经理的离职率不会高。这样的行业标杆，值
得那些动不动就出现群体离职的公司好好研究，比
对中找差距，奋起追赶，这样的话，乐观一点说，离
职率快速下降就不是问题。

不应过度渲染
公募基金经理离职

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 中共中央
政治局12月6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
2022年经济工作；听取中央纪委国家
监委工作汇报，研究部署2022年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审议《中国共
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条例》。中
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今年是党和国家历史
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我们从容
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奋力完成
改革发展艰巨任务，实现“十四五”良
好开局。我国经济发展保持全球领

先地位，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发
展，产业链韧性和优势得到提升，改
革开放向纵深推进，民生保障有力有
效，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

会议要求，做好明年经济工作，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
中、六中全会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
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
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推动高质量发
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统筹发展和安全，继续做好“六稳”、

“六保”工作，持续改善民生，着力稳
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
理区间，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会议强调，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
当头、稳中求进。宏观政策要稳健有
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
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

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稳
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
性合理充裕。实施好扩大内需战略，
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积极扩大有效投
资，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微观政策要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要强化知识产
权保护。结构政策要着力畅通国民
经济循环，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增强供应链韧性。要推进保障性住
房建设，支持商品房市场更好满足购
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促进房地产业
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科技政策要

加快落地，继续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强化企
业创新主体地位，实现科技、产业、金
融良性循环。改革开放政策要增强
发展动力，有效推进区域重大战略和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抓好要素市场化
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扩大高水平对外
开放。社会政策要兜住民生底线，落
实好就业优先政策，推动新的生育政
策落地见效，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
统筹，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制度。 （下转A2版）

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分析研究2022年经济工作
研究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审议《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条例》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本报记者 刘 琪

降准“适时”落地！
12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消息，为支

持实体经济发展，促进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
降，决定于2021年12月15日下调金融机构存
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不含已执行5%存款
准备金率的金融机构）。本次下调后，金融机
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为8.4%。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介绍，此次降
准为全面降准，除已执行5%存款准备金率的
部分县域法人金融机构外，对其他金融机构
普遍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同时考
虑到参加普惠金融定向降准考核的大多数金
融机构都达到了支农支小（含个体工商户）等
考核标准，政策目标已实现，有关金融机构统
一执行最优惠档存款准备金率，这样此次降
准共计释放长期资金约1.2万亿元。

“中国人民银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
可谓是一场及时雨，主要目的是降低金融机

构资金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保持流动性
合理充裕，加强跨周期调节。”英大证券首席
经济学家李大霄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此次降准对于稳定经济增长有重要
作用，对于资金紧张的部分行业起到缓解作
用，对于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有正面意
义，短期可以起到对冲或者局部对冲美股泡
沫爆破对A股的不利影响。

目的在于加强跨周期调节

在“适时降准”的权威表态三天后，降准
落地。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选择在当前时点进行降准，体现了
货币政策跨周期调节意图。降准可以释放长
期流动性，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的
支持力度，提升金融服务能力，通常用于经济
压力较大的时候。

“今年三季度，我国经济增长开始降速，

GDP同比增长4.9%，环比仅增长0.2%，经济出
现了新的下行压力。虽然完成今年的经济增
长目标压力不大，但对于明年而言，经济工作
面临不小的压力和挑战。”温彬认为，在今年
收官和明年开局之际，进行降准有助于缓解
经济下行压力，平滑经济增长曲线，不仅有空
间，而且有必要，这是做好跨周期调节的应有
之意。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降
准的目的是加强跨周期调节，优化金融机构
的资金结构，提升金融服务能力，更好支持实
体经济。一方面，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
同时，有效增加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的长
期稳定资金来源，增强金融机构资金配置能
力。另一方面，引导金融机构积极运用降准
资金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支
持力度。此外，此次降准降低金融机构资金
成本每年约150亿元，通过金融机构传导可促
进降低社会综合融资成本。

(下转A2版)

12月15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释放长期资金约1.2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