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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从方大特钢2021年度建材
客户座谈会上获悉，该公司未来继续
坚持以差异化战略为核心，坚持建
材、弹扁、优钢协同发展，以更优质的
产品和服务在竞争激烈的钢铁行业
中赢得主动权。

据了解，该公司与江西省内外33
家、90余名客户及金融机构代表，围绕

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合作及对 2022年
未来建材市场走势进行分析、预判。

对于未来发展，该公司董事长徐
志新表示，方大特钢始终坚持以差异
化战略为核心，建材、弹扁、优钢协同
发展，并坚持以创新为驱动，继续在科
技创新方面发力，不断加强新品研发，
通过自主研发和产学硏合作两条腿走

路，持续开展新产品开发、新技术运
用、技术经济指标等科技攻关，为企业
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适
应消费升级趋势，满足市场需求。

后期，方大特钢将进一步加大品
牌宣传建设，根据产品、产业链的优
势，充分发挥公司在研发、品质、物流
各方面的优势，根据市场需求变化，统

筹安排各品种规格的生产，实现协同
发展。销售部门坚持以市场为导向，
以客户为中心，加强市场调研和客户
走访，加强与江西省内投放钢企沟通
协作，定期召开协调会议，维护区域市
场的健康有序运行，不断提高服务意
识，提高用户满意度。（段文海 周 洪）

（CIS）

方大特钢未来坚持以差异化战略为核心“三大品种”协同发展

本报记者 龚梦泽

在日产汽车力求缩减开支的背景
下，回归东风日产成为英菲尼迪为求
存续而必走的一步棋。

2022 年 1 月 5 日，东风汽车有限
公司官方发布消息称，东风英菲尼迪
将作为一个独立的事业总部纳入东
风日产的管理体系。这意味着英菲
尼迪在华将从独立运营品牌，内部

“降级”为东风日产旗下品牌，与日
产、启辰并列。

对此，东风汽车有限公司表示，回
归后，英菲尼迪将充分利用东风日产
在研发、制造和管理等方面优势，探索
新业务模式，为英菲尼迪在电动化、自
动驾驶、移动互联和共享出行等方面
贡献力量。

“英菲尼迪在豪华车市场中的存
在感一直很弱。”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发
展公司首席分析师贾新光表示，此次
品牌调整是为在销量不振情况下减少
支出和损耗。按东风日产最初的战略
设想，英菲尼迪将成为一个独立的世
界性品牌，但现实却难以达到此目
标。数据显示，东风英菲尼迪2020年
销量仅 2.57万辆，2021年销量仅 1万
辆左右。

英菲尼迪品牌“降级”
回归东风日产成独立事业部

在连年不佳的财报、产销数据和
投资者的质疑声中，日产这艘大船终
于掉转船头，驶向改革深水区。而旗
下豪华品牌英菲尼迪成为先行者，其
已褪去豪华品牌外衣，归入普通品牌
行列。

资料显示，英菲尼迪是日产汽车
旗下的豪华品牌，在东风英菲尼迪成
立前，业内普遍认为其在华运营模式
将采取与一汽-大众奥迪类似的模
式，即东风日产为其成立专属事业
部。而事实上，2014年英菲尼迪与东
风集团成立合资公司东风英菲尼迪，
与东风日产平行运营。

《证券日报》记者观察到，2021年
9 月份，日产汽车发布“Nissan Next”
企业转型计划，核心在于收缩全球市
场，更加聚焦中国、北美和日本本土市
场。而作为日产旗下的豪华品牌，英
菲尼迪首席运营官Ashwani Gupta透
露，在转型计划中，英菲尼迪的定位为

“Nissan plus”。
这也相当于变相宣布英菲尼迪

将退出豪华品牌车型领域竞争，更
多利用日产平台和组件，包括母公
司的 e-Power 混合动力系统。对于
定位的改变，Ashwani Gupta 直言不
讳，“英菲尼迪或许只有变得不那么
豪华，才能更好地生存下去，而活下
去才是英菲尼迪再次变得伟大，重
归巅峰的前提”。

实际上，作为日产转型改革率先
被“开刀”对象，英菲尼迪并不“冤
枉”。2016年，英菲尼迪销量增速由
2015年的 33%暴跌至 3.4%；2017年，
英菲尼迪经历短暂高光，累计销量达
48408辆，增速回暖至16.4%；2018年，
缺乏资源的英菲尼迪销量再度下滑，
并一直持续到2021年。

此外，2018年英菲尼迪母公司日

产汽车全球营业利润大幅下滑 45%，
达近10年以来最低水平；2019财年日
产汽车净亏损6710亿日元（折合62亿
美元），创近20年以来最大亏损，这也
间接增加了大众对英菲尼迪业绩表现
的关注。

进入中国市场近10年，这期间英
菲尼迪在华销量始终未能突破5万辆/
年大关，相比雷克萨斯、凯迪拉克等品
牌，英菲尼迪明显“掉队”。而成立东
风英菲尼迪后，公司仅有 Q50L 和
QX50两款车型在售，直到 2021年 12
月 份 ，第 三 款 车 型（中 大 型 SUV
QX60）才姗姗来迟。

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英菲
尼迪近年来相继宣布退出欧洲、澳洲
市场，将全球总部由香港迁回横滨，并
进行一系列高层人事变动。变革正在
英菲尼迪内部酝酿展开。

日系豪华车在华发展维艰
东风与日产进入深度调整期

据记者观察，在“日系三强”中，只
有丰田旗下雷克萨斯的高端化之路走
得顺风顺水，即使在全球车市整体不
景气的2020年，其全球销量仍然达到
近72万辆。其中，在中国销量突破22
万辆，不断刷新纪录。而反观日产旗
下的英菲尼迪和本田旗下的讴歌，在
全球范围内的销量均差强人意，特别
是在中国市场。

针对两者共同的处境，分析人士
认为，英菲尼迪与讴歌在品牌层面均
处于弱势。雷克萨斯背后的丰田是全
球三大巨头车企之一，强大的财力足
以支撑起品牌的豪华属性。而英菲尼
迪和讴歌背后的母公司体量相对较
小，边际效应难以发挥。

贾新光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豪华汽车品牌形象下滑后更容易积重
难返，除非大力推出新车型或新销售
策略，否则短期很难挽回。

值得一提的是，英菲尼迪回归东
风日产标志着东风汽车有限公司转型
进入深水区。事实上，在英菲尼迪之
前，启辰也经历了类似内部“降级”的
调整。在2020年12月份，东风汽车有
限公司宣布整合旗下事业部，启辰作
为独立品牌运行三年后回归东风日产
旗下。

“公司的转型已于 2022 年 1 月 1
日开始”，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方面回复
记者表示，“通过事业整合和优化等一
系列改革措施，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将
一如既往为日产、启辰和英菲尼迪的
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可
以预计，英菲尼迪的调整只是一个开
始，2022年更多变化或将发生。

一系列调整的背后，反映出日产
在中国市场战略正在发生变化，聚焦
和协同发展将成为主旋律。此外，对
品牌进行整合的同时，电动化将成为
日产最重要的转型方向。在 2021年
12 月份最新发布的 2030 愿景中，日
产方面表示，中国作为其最重要的市
场，到 2026 财年电驱化车型销量将
占车型总销量的 40%以上。数据显
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原材料短缺等
因素影响，日产在华 2021年 1月份至
11 月份累计销量为 124.48 万台，同
比下降 3.1%。

英菲尼迪褪去豪华品牌“外衣”
日产战略调整进入收缩转型期

本报记者 王 宁

2022年交易首周，投资者举报私
募机构事件在私募圈刷屏。

1月 4日，百亿元级私募正心谷被
投资者爆料：该公司旗下相关产品净
值大幅回撤，疑似存在“代理基金经
理”、高位接盘、输送利益等情况。因
此，投资者要求公司召开产品说明会，
回答相关问题等。

正心谷在回应《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称，网传举报信息存在多处与事
实不符的表述，且公司暂未收到监管
部门责令整改通知等；同时，公司正在
增强投研能力建设,力争用业绩赢回投
资者的信任。

在诸多受访者看来，随着近两年
新锐百亿元级私募不断增多，私募与
投资者的关系问题也与日俱增。针对
此次举报事件，关键是要厘清事件本
质：私募机构是否存在违规违法行
为，投资者权益是否受到侵害等。

是否触发合同要约行为
成判断依据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此次事件涉
及投资者数量高达几十人，投资者提
出的质疑多达十几项，包括：公司是否
高位接盘兴业银行、云铝股份、神火股
份、山东海化和中泰化学等多只股
票？是否存在“代理基金经理”、利益
输送？是否存在虚假宣传（几乎所有
产品都在净值以上）？风控机制是否
完善等。

据了解，有投资者表示，首先，正
心谷旗下相关产品净值回撤较大，几
乎亏掉本金的三分之一；其次，产品不
设置回撤线的理由很难让人信服；第
三，多次沟通不畅，且公司高管也未现
身解释。

对此，正心谷相关人士从五方面
对记者采访给予回复：

一是否定了来自任何监管机构要
求整改的说法。其中，绝对否认 2021
年3月24日浙江证监局下发要求整改
通知的消息。

二是针对合规问题，正心谷相关
人士表示，一直以来都规范运作，所有
投研流程、投资决策均有体系化的风
控合规流程保障；至于产品净值回撤
方面，短期净值波动不代表长期投资
结果，公司将继续长期深度研究和实
地调研，增强投研队伍建设，用业绩来
赢回投资人的信任。

三是关于与投资者的沟通问题，
公司称，在 2021年共计进行超 1000场
次的渠道与直销路演，一直与投资者
保持高频交流。

四是对高位接盘的质疑，上述相
关人士表示，自去年三季度以来，公
司所重仓的股票均在合同范围内操
作，投资范围从未自我设限或完全只

局 限 于 某 些 主 题 投 资 机 会 。 由 于
2021 年 A 股市场消费板块和医药板
块面临较大幅度调整，未有持续性投
资机会。因此，在科技制造与“强者
恒强”投资逻辑领域布局较多，具体
投资标的包括有色金属、化工材料、
电子半导体等行业，未集中在周期与
传统化工板块。

五是关于仓位较高、持仓混乱、频
繁换股等投资操作是否导致基金净值
大幅下跌，以及未来投资组合如何调
整等问题，正心谷相关人士表示，公司
投资方法是自上而下的宏观判断与自
下而上的精选个股相结合，因此自上
而下维度调仓策略也曾使用。正心谷
表示，“早在2018年，公司换股、调仓行
为均基于深入调研与宏观判断，而导
致净值下跌或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

有专家表示，投资者与资产管理
人产生纠纷、管理机构因内讧而“分
家”的闹剧比比皆是，而解决此类问题
的根本方法则是依据投资者与机构签
订的合同，判断资管机构是否存在违
规违纪行为。由此可见，在这场纠纷
中，正心谷是否存在触发合同要约行
为成为关键。

新锐百亿元级私募
纷纷遭遇信任危机

近两年，私募业进入发展扩张期，
百亿元级私募阵营不断扩大。据私募
排排网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百亿
元级私募数量已达104家，其中量化策
略百亿元级私募有 27家。整体来看，
在上述104家百亿元级私募中，新秀数
量占比超50%。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些新锐百

亿元级私募中，遭遇信任危机事件时
有发生。

去年8月份，作为百亿元级私募大
佬的林园投资董事长林园，在一场路
演中公开回怼投资者，“亏了钱你活
该，我不会向你道歉！”“我们就是炒股
的，没有行业方向”“回撤的原因是你，
怪你自己，我从来没让你买！”。随后，
该事件持续发酵，致使很多投资者无
法接受这样的服务态度。

同时，在 2021年下半年A股市场
风格切换下，量化私募业绩也差强人
意。去年四季度，不少量化交易投资
者遭遇基金净值回撤，因而质疑管理
机构的投资能力。

临近 2021年年底，近千亿元级的
量化私募幻方量化发布一则致歉书
（《致尊敬的投资者》）。幻方量化表
示，公司对产品业绩回撤达到历史最
大值而深感愧疚，业绩波动一部分原
因是受长周期上的持股波动影响；另
一部分原因则是量化资管行业规模扩
展过快，策略同质化严重，进而加大整
体操作难度。对此，公司会不断调整
策略，加大对策略研究投入，务求在未
来竞争中取得领先。

新年伊始，又有两位投资大佬公
开道歉。仁桥资产总经理夏俊杰在
近日发布的《仁桥资产投资备忘录-
2021》中表示，2021 年公司在地产板
块的投资非常失败。中证地产指数
全年下跌 20%，而持仓的某龙头公司
全年下跌幅度远超该指数。百亿元
级私募慎知资产创始人余海丰也于
近日表示：“相对于（公募）同行的表
现，这是我自 2012年有公开业绩以来
最差的一年。在此，给各位信任、支
持我们的投资人、渠道朋友，发自肺

腑地表示惭愧！”

百亿元级私募
现不同程度亏损

2021年A股市场风格切换较快，
所呈现的投资机会稍纵即逝，不少
百亿元级私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
亏损。

据私募排排网统计数据显示，去
年前11个月，有业绩记录的84家百亿
元级私募平均回撤值为 6.67%，其中，
有 20家回撤超过 20%；最大回撤幅度
为31.06%。

记者调查发现，在这些回撤产品
中，除了主观交易产品外，量化策略产
品也现身其中。厚石天成总经理侯延
军对记者表示，去年量化交易规模增
长过快，策略趋同性导致同涨同跌，其
中，部分策略遇到规模天花板，导致效
率减弱；同时，投资者过度关注量化交
易业绩，导致心态失衡。

私募排排网基金经理胡泊也对记
者表示，自去年 9月份以来，量化私募
遭遇了严重考验：一方面，随着市场波
动的无序性和热点持续性变差，导致
量化策略出现回撤，指数本身的 Beta
回撤的同时，超额部分也出现回撤；另
一方面，量化策略的波动加大与规模
显著扩张有一定的负相关性，私募规
模扩张太快导致策略无法捕捉更有效
的投资机会。

玄甲金融CEO林佳义表示，量化
策略同质化外，换手率高达百倍，交易
佣金本身也是消耗超额收益的因素之
一，这加剧了策略跑不出收益。由此
来看，量化产品业绩分化源于策略组
合差异性，以及规模容量等因素。

百亿元级私募正心谷遭投资者多项质疑
专家认为是否触发合同要约是关键

车市观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