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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部分明星基金经理离职引发社
会关注。其中，离职信息对外披露的公平性、离职后
基金产品规模和业绩的稳定性，以及基金公司“去明
星化”后投研能力建设的可持续性等三大问题成了
投资者关心的焦点，也是基金公司必须直面的问题。

明星基金经理离职之所以广受关注，一是其过
往投资业绩突出，给投资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回报，
不少投资者买基金产品实际上就是在选基金经理；
二是其资产管理规模较大，给所在基金公司带来了
真切的规模增长，其离职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基金
公司业务波动；三是“顶流”效应使得明星基金经理
离职往往会成为业内谈资。但无论如何，在推进行
业高质量发展的大趋势下，就明星基金经理离职，基
金行业仍需理性对待，也要回答好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如何完善信披制度，确保信息披露公平？
纵观数个明星基金经理离职案例，从业内传闻“将离
职”，到基金公司辟谣，再到基金公司或基金经理“官
宣”，“熟悉的配方”不免会给投资者留下坏印象。而
在个别案例中，明星基金经理离职前在管产品规模
大幅下滑，也总会引发质疑——机构投资者提前掌
握了基金经理将离职的信息？若答案是肯定的，这
无疑违背了信息披露的公平性原则，有损基金公司
信誉。

当然，换个角度，从明星基金经理提出离职，到真
正“出走”总要经历一个过程，基金公司可能会挽留，
也可能会为了维护业务稳定而对外“辟谣”，这似乎也
合情合理。但即便如此，“保障投资者的公平知情”不
容懈怠，那么，基金公司能否借鉴类似上市公司内幕
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来加强内部管理？又能否进
一步强化产品的信息披露？

第二，明星基金经理离职后，如
何确保产品规模和业绩稳定？投
资者最担心的是基金经理离职
后，其在管产品能否保持较

好业绩。现实情况是，统计数据显示，不少基金的资
产规模在基金经理变动前后出现了明显下滑，部分基
民“用脚投票”以降低不确定性风险。而由此引发产
品规模骤降、赎回增多、业绩下滑，对基金公司不利。

这就要求基金公司具有“预案”，能够更从容地
为明星基金经理找到好的“接任者”，同时做好与投
资者的沟通，力争保持产品规模和业绩稳定。

第三，如何提升投研能力，加强平台化体系建
设？扭转过度依赖明星基金经理的发展模式是基金
行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内 在 要
求。要实现这一点，基金
公司需要加强两方
面的能力建设，一
方面，着力提升
投 研 核 心 能
力，重在构建
团队化、平台
化 、一 体 化
的 投 研 体
系，完善投
研 人 才 培

养机制，切实提升公司整体实力；另一方面，着力完
善激励约束机制，通过股权、期权等多种方式，建立
健全包括管理层、基金经理在内的核心骨干员工的
长期考核激励机制。

明星基金经理离职各有缘由，也不可避免。但
站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立场上，我
们必须以负责的态度，积极探索最
优解决方案。

基金公司“去明星化”需要探索更优解
■ 冷翠华

7月29日，证监会召开学习贯彻二十届三中全
会精神暨年中工作会议，会议提出，以改革促发展，
更好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
同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召开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暨2024年年中工作会议，会议提
出，助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与科技
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

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倾斜，为处于不同发
展阶段的科技型企业提供多元化、接力式金融服务，
关键要做到“精准滴灌”。结合各部门推出的具体举
措，笔者认为，“精准滴灌”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
面。

首先，聚焦支持对象。
比如，财政部等四部门日前发布的《支持科技创

新专项担保计划》，重点聚焦科技创新类中小企业，
在实施过程中，由科技部门、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确定

企业名单，银行和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按照市场化
原则自主决策选择对象予以支持；今年4月份，中国
人民银行称，设立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激励
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重点领域技
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项目的金融支持力度。

其次，解决科技型企业发展的资金问题。
比如，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

于扎实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的工作方案》提出，强化
股票、新三板、区域性股权市场等服务科技创新功
能，加强对科技型企业跨境融资的政策支持；河南省
日前发布的《推动科技金融增量扩面降价提质工作
方案》提出，进一步加强科技型企业融资支持，包括

“加大信贷政策指导力度”“扩大科技型企业发债融
资规模”“促进科技型企业扩大跨境融资”等。

最后，支持科技型企业做优做强。
比如，证监会日前发布的《关于深化科创板改革

服务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八条措施》提
出，“支持科创板上市公司开展产业链上下游的并购
整合，提升产业协同效应”“支持科创板上市公司聚

焦做优做强主业开展吸收合并”。
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发展新

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
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
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构建
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加强对国家重
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完善长
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

金融与科技、产业形成良性循环，是推动科技创
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力量。这些重要部
署，对促进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对增强新质生产力
发展的内生动力、对建设科技强国和金融强国都至
关重要。

科技创新复杂多元，各阶段金融需求区别较大，
需要提供针对性的金融支持。随着一系列精准滴灌
的举措落地生根，更多金融资源将向科技创新倾斜，
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会加快形
成，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让金融对科技创新“精准滴灌”
■ 朱宝琛

“为了部落！”7月29日，2024年第21届ChinaJoy展
会落下帷幕，这届展会中，回归中国市场的动视暴雪
（以下简称“暴雪”）展台无疑是“最靓的仔”。展会现
场，暴雪展台前玩家排起长龙只为拿到“暴雪周边”，
在此期间，暴雪还公布了旗下《炉石传说》国服回归
的消息。

这距离暴雪国服停服已有一年多的时间。2022
年11月17日，暴雪突然宣布与网易的授权协议将在
2023年1月23日到期，双方不欢而散引发不小的争
议。但暴雪没能找到下一个合作方，直至2023年10
月13日，微软收购暴雪的交易获得了英国竞争与市
场管理局的认可，网易和暴雪的关系才迎来转机。

今年4月10日，暴雪与网易宣布重归于好。不出
意外，8月1日，《魔兽世界》这款面世20年，承载了许
多“80后”青春回忆的游戏，将正式回到中国。

不得不说，早年间，中国本土游戏公司研发能力

不足，海外优质游戏的市占率居高不下，而代理暴雪
也是网易游戏板块的重要支撑。因此，当时在与知
名的游戏公司谈判时，国内的代理平台话语权并
不高。

但随着手游逐渐普及，《王者荣耀》《原神》等
中国游戏已经火爆全球。点点数据显示，王者荣
耀国际版《Honor of Kings》上线5天，流水就达到
660万元。

从市场规模来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手
游市场。根据最新发布的《2024年1-6月中国游戏产
业报告》，今年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
1472.67亿元，同比增长2.08%，增长趋势较为平稳；游
戏用户规模6.74亿，同比增长0.88%，再创新高；我国
自主研发游戏上半年国内市场实销收入1177.36亿
元，海外市场实销收入85.54亿美元。

今 年 5 月 份 ，全 球 手 游 玩 家 在 App Store 和

Google Play付费近67亿美元，中国iOS市场排名第
二，占全球总收入的19.2%。

反观暴雪，在Sensor Tower数据公布的《6月出
海手游收入榜》中，暴雪和网易联合推出的《暗黑破
坏神：不朽》在2周年庆典活动中，仅勉强重返收入榜
第18名。更棘手的是，对于暴雪，主流玩家们的心态
仍然只是怀旧、“去艾泽拉斯（《魔兽世界》游戏中的
世界）看看”。

过去几年，暴雪正在努力推动手游化，《魔兽大
作战》已经明示了其尝试依靠自研产品进入手游市
场的决心，而中国市场在手游领域有着全球领先的
经验和产业积累，暴雪的经典IP与中国游戏产业的
经验结合起来，才能看到新的生机。

暴雪回归中国市场的一点思考
■ 谢若琳

为了适应汽车智能化、网联化发
展趋势，国内无论是以“蔚小理”为代
表的造车新势力，以比亚迪、吉利等
为代表的传统车企，还是以华为、小
米等为代表的科技企业纷纷投身于
国产整车操作系统的开发。而华为
的HarmonyOS、蔚来的SkyOS、小米
的 HyperOS、比亚迪 DiLink 以及吉
利 GKUI 等竞相登场，无不志在新
能源汽车智能升级的“主导权”。

回望汽车发展的历史，并没有
严格意义上的“整车操作系统”。因
为传统汽车时代，基于市场需求和
技术局限性，整车厂并未开发操作
系统，所以没有形成类似于PC及手
机行业，从操作系统到移动设备制
造商，再到应用软件开发商的庞大
生态。

目前，QNX、Linux 和安卓是
全球基础型汽车OS 的三大主流操
作系统。QNX 由黑莓公司提供，
其内核小巧，运行速度极快。但作
为闭源系统，开发难度大、应用生
态系统较为薄弱；Linux 和安卓特
点是开源、灵活，可移植性强，便于
快速搭建车载软件生态。缺点则
在于安全性、稳定性差，系统漏洞
带来的风险较高。数据显示，在车
载操作系统市场，QNX 占据 50%
以上的市场份额；而在车控自动驾
驶 操 作 系 统 市 场 ，QNX 占 据 了
90% 的 市 场 份 额 ，超 过 Linux 和
安卓。

进入智能汽车时代，上述技术
优势和市场格局正在改变。由于大
算力芯片、大模型、中央集成电子电
气架构的出现，消灭了大部分的
ECU（电子控制器），各控制域的独
立处理转为中央域的全域运算，对
数据吞吐、系统延时、跨域联动、安
全与可靠提出了更高要求。

比如，如何让集中的大算力实
现共享？如何进行跨域的部署与灵
活调用？如何让端、云无缝连接？
如何让 AI 赋能每个业务功能？如
果说功能汽车时代，汽车的智能化
只是模块智能；智能汽车时代出现
了系统智能以及部分跨域智能；那
么在AI时代，一个能整合与调度算
力、管理所有子系统的高性能整车
全域操作系统，则是行业发展的必
然需要。

整车全域操作系统的研发难度

极大，不仅涉及
大 量 新 技 术 应
用，还要对传统
汽车行业已经形
成固有模式的研
发 组 织 进 行 变
革。而国产整车
操作系统的未来
方向，大概率会
采 用“ 国 产 芯
片+国产操作系
统”的方案，从

“缺芯少魂”到
“有芯有魂”，立
足从源头和底层
技术实现关键性
突破。

笔者认为，
要从源头和底层
技术实现关键性
突破，一方面需
加快推进国产汽
车芯片适配及标
准化工作。在汽
车芯片领域，我
国汽车和科技企
业已开始布局追
赶。日前，蔚来
汽车宣布，首颗
自研5纳米高阶
智 能 驾 驶 芯 片

“神玑 NX9031”
流片成功，这意
味 着 中 国 新 能
源 汽 车 在 芯 片
领 域 取 得 重 大
突破。下一阶段，产业应聚焦提升
国产汽车芯片适配，以及加快构建
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准入管理体系
等标准化工作。

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大国产汽
车操作系统自研力度。全球汽车软
件产业竞争已转向生态系统竞争，
在生态体系建设过程中，宜遵循总
体规划、分步实施、分步应用的思
路，逐步积累能力。以国产自研汽
车操作系统为例，应保持开放心态，
兼容并蓄，向全球领先者学习，以建
成符合中国需求、展现国人智慧、跨
界融合的汽车大生态。同时，积聚
行业力量，加大联合开发力度，树立
生态合作新范式，促进国产汽车产
业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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