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横店系”南华基金深陷困局

新华保险新业务价值承压

◎ 记者 夏悦超

在横店系以及国内首家期货系公募基金公

司的光环加持下, 南华基金却依然深陷连续亏损

的经营困局。

近期，南华期货披露了 2022 年年度报告，其

全资子公司南华基金的经营情况也随之曝光 。

2022 年度，南华基金净亏损 1075.99 万元，仍未

实现盈利。 实际上，自 2016 年成立以来，南华基

金已连续 7 年亏损，累计亏损超 1 亿元。

Choice 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南华基金旗下能统计全年收益的基金中，所有权

益类基金均出现亏损。

这家横店系基金公司该如何破局？

连续 7年亏损

作为一家小型公募基金公司，南华基金成立

至今始终未能走出亏损泥潭。

《国际金融报》记者从南华期货在 2019 年至

2022 年间公布的年报，以及上市前公布的招股说

明书中获悉，旗下全资子公司南华基金自成立以

来，每年的净利润都出现亏损。 具体如下：

2022 年实现净利润-1075.99 万元；2021 年

实现净利润-2846.85 万元；2020 年实现净利润

-1168.56 万元 ；2019 年实现净利润 -437.83 万

元 ；2018 年实现净利润-2224.71 万元 ；2017 年

实现净利润-2409.06 万元 ；2016 年实现净利润

为-143.05 万元。

与此同时，南华基金旗下的公募规模整体实

现增长。 截至 2023 年一季度末，南华基金公募管

理规模为 147.39 亿元，2021 年一季度末的公募

管理规模为 26.06 亿元， 两年时间规模增加了近

5 倍。

但撑起南华基金公募规模的产品主要是债

券型基金，该类型基金规模达到 139.33 亿元。 股

票型基金规模仅为 0.48 亿元，混合型基金规模仅

为 7.58 亿元。

另外，南华基金旗下还有多只“迷你”基金，

一季度末规模在 1 亿元以下的基金有：南华瑞恒

中短债（0.63 亿元）、南华丰汇（0.54 亿元）、南华

中证杭州湾区 ETF（0.47 亿元）、南华中证杭州湾

区 ETF 联接（0.24 亿元）、南华瑞扬纯债（0.13 亿

元）。

南华基金收取的管理费不多，主要原因也是

旗下的权益类基金占比较少，但管理费又是公司

营业收入的大头。 Choice 数据显示， 南华基金

2022 年收取的基金管理费用合计 3532.86 万元，

同比增长 74.83%。 2022 年，该公司实现的营业收

入为 5130.88 万元，同比增长 98.45%。

不过，令记者费解的是，其中有一只基金收

取的管理费居然还不够支付机构销售客户的维

护费用。 2022 年年报显示， 南华中证杭州湾区

ETF 联接管理人报酬为 8138.06 元， 但向销售机

构支付的客户维护费却达 54455.55 元。

某位公募业内人士向《国际金融报》记者分

析称，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是基金本身规模就很

小，这是公司经营方面的问题。 同时，ETF 产品对

于小型基金公司而言，运营成本过高，这类产品

比较适合一些有资金支持的中大型基金公司。

未能踏准行情

2022 年的股票市场表现震荡，A 股主要指数

全年都呈现出较大的跌幅， 对南华基金而言，也

是投资不太顺利的一年。

Choice 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南华基金旗下能统计全年收益的基金中，所有权

益类基金均出现亏损，有 4 只基金净值亏损超过

23%，跌幅超过了同期大盘指数。 此外，两只债券

型基金净值也出现了亏损，这两只债基都在去年

配置了大比例的可转债。

记者注意到，南华基金旗下的权益类基金去

年表现受市场行情拖累，虽然有基金在今年一季

度进行了大幅度换仓，但却没能踏准行情，再次

亏损。

数据显示，截至 4 月 28 日，南华瑞盈混合 A
今年以来净值亏损逾 3%， 同类排名 6913/8770。

这只基金将去年亏损的态势延续到了今年，虽然

基金经理在今年一季度末对仓位进行了大幅调

整，但依旧没有止住亏损。

2022 年年报显示，该只基金前十大重仓股较

为分散，主要买入互联网服务、美容、家电、农业、

电池、交运设备、航空装备、塑料制品等板块。 但

到了 2023 年一季度末， 该只基金的前十大重仓

股被全部换了一遍，包括石油、通信、化工、检测

服务、中药、生物制药、汽车零部件、装备制造等

板块。 该只基金在一季报中阐明亏损原因：“基金

操作层面，前期市场行业轮动较快，产品主要配

置在医药、周期等板块，相应板块在一季度表现

欠佳，对产品收益带来一定影响。 ”

另外一只基金南华丰淳混合在今年一季度

也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仓， 但同样未能踏准行

情。 根据季报，前十大重仓股也几乎被换了一遍，

主要重仓股来自通信设备、 橡胶制品、 光伏、美

容、白酒、医药、电池、农业、物流和工程建设等板

块。 对于亏损原因，该基金在一季报中表示：“产

品在新能源及消费方面的配置较多， 而 TMT 板

块的配置较少，因此产品在一季度的表现不及指

数的表现。 ”

实际控制人为横店系

2022 年 6 月，南华基金将办公地从北京西城

区搬回了杭州市上城区的横店大厦，这家“北漂”

多年的横店系基金公司，终于回到了家乡。 实际

上，自南华基金成立以来，多次获得过股东方的

支持。

据记者梳理，南华基金的最新注册资本金为

2.5 亿元， 其曾在 2020 年 12 月、2021 年 12 月和

2022 年 12 月分别被股东南华期货完成 3000 万

元、2000 万元、5000 万元的增资。

天天基金网显示，南华基金多位高层出自南

华期货，董事长张哲于 2002 年加入南华期货；总

经理朱坚于 2004 年加入南华期货， 曾担任南华

期货总经理助理；总经理助理黄志钢曾任南华期

货研究所量化投资总监。

作为公募圈的一员，南华基金似乎是行业特

殊的存在，它是国内第一家由期货公司全资控股

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也是唯一一家注册地和办

公总部地址在浙江的公募基金公司，同时还有着

影视巨头横店系的背景。

南华基金官网显示，该公司全资股东南华期

货的控股股东为横店集团，南华基金实际控制人

为东阳市横店社团经济企业联合会， 持股 51%。

但这联合会是一个社会团体，并不是公司法人。

天眼查信息显示，南华基金疑似实际控制人

为横店集团。 “很难想象一家公募基金公司背后

的实控人不是金融机构，而是实体产业。 ”某业内

人士向记者感慨。

南华期货和南华基金是横店系扩充产业和

进军资本市场的重要布局。 横店集团官网显示，

集团的产业版图不仅仅是影视文旅行业，还覆盖

电气电子、医药健康和现代服务行业，其中包括

横店东磁、得邦照明、英洛华、普洛药业、横店影

视、南华期货这六家上市公司。

记者注意到，与南华基金同年成立的公募基

金公司共有 10 家，已经有几家公司把规模做大，

其中就包括鹏扬基金（869.93 亿元）和汇安基金

（402.67 亿元）。

某公募业内人士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如果一家新成立的基金公司连续三年以

上都出现亏损，可能是经营层面上出了一些问题。

单从南华基金的经营情况来看，可能在公募

行业缺乏核心竞争力，但考虑到南华基金背后强

大的横店系背景，不免让业界对这家基金公司未

来的发展充满了好奇。

《国际金融报》记者就公司净利润为何连年

出现亏损，有何产品发展的规划，如何追赶其他

中型基金公司等问题向南华基金发出了采访函，

但截至发稿暂未回应。

◎ 记者 王莹

历时半年有余，新华保险董事长李全和总裁

张泓的任职资格于 4 月中旬正式获批。

近年来，新华保险高层变动颇为频繁，四年

内三度换帅。 2019 年 1 月，时任新华保险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万峰辞职。 2019 年 8 月，刘浩凌当

选新华保险董事长，2021 年 1 月因工作原因辞去

董事长职务。 随后，由徐志斌接任新华保险董事

长，去年 9 月同样因工作原因辞职。 同天的另一

份公告称，公司董事会已审议通过选举李全和张

泓分别任公司董事长和总裁的议案。

市场密切关注新华保险的人事变动，本质上

也是对公司经营业绩和未来发展方向的关心 。

2022 年，新华保险营收净利双降，多项经营指标

出现下滑，尤其新业务价值在五大上市险企中降

幅最高，达 59.5%。

“李张配”就位后，能否在逻辑重构、深度调

整、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继续担负起新华保

险“二次腾飞”的重任？

新业务价值缩减

过去一年， 人身险业仍处于深度转型期，资

本市场波动较大、市场营销拓展难度加大、居民

消费意愿减弱等诸多因素，造成行业资产端与负

债端同时承压。

数据显示， 新华保险 2022 年实现保险业务

收入 1630.99 亿元，同比微降 0.2%；归母净利润

实现 98.22 亿元，同比下滑 34.3%。 对于业绩下滑

的原因，新华保险表示，在上年同期高基数的情

况下，2022 年受资本市场影响， 投资收益减少导

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变动较大。

值得注意的是，新业务价值是衡量保险公司

业务增长质量和盈利能力的指标之一。 2022 年，

新华保险实现一年新业务价值 24.23 亿元 ，较

2021 年的 59.8 亿元大幅收缩近六成； 新业务价

值率降至个位数，仅为 5.5%；内含价值也由 2021
年的 2588.24 亿元， 同比下滑 1.25%至 2555.82
亿元。

事实上，从行业总体来看，头部险企在新业

务价值提升方面均面临不小的挑战。 除新华保险

外，中国人寿、平安人寿、太保寿险、人保寿险分

别实现新业务价值 360.04 亿元 、288.2 亿元 、

92.05 亿元 、26.69 亿元 ， 同比分别下滑 19.6%、

24%、31.4%、17.3%。

新业务价值两位数下滑的背后，是近年来保

险代理人的持续流失。 一直以来，代理人都是拉

动人身险新单保费与新业务价值增长的主要力

量。 而随着人海战术逐渐失灵，各险企出于主动

或被动的原因，人力加速锐减。

截至 2022 年末， 新华保险个险营销员人力

19.7 万人，较 2021 年末减少 19.2 万人，同比下滑

49.4%；月均合格人力 4.5 万人，同比减少 50.5%；

月均合格率 15%，同比下降 4.1 个百分点。

“过去几年我们的队伍下降幅度比较大 ，

不是我们不关心他们，也不是不想留存他们。 说

句心里话，我们是希望这些队伍能跟着我们熬过

这样一个‘寒冬’的，能够跟着新华继续成长，但

流失依然是巨大的，因为没有业务、没有收入。 ”

在业绩发布会上，新华保险副总裁兼总精算师龚

兴峰感慨道。

国泰君安非银金融研究团队认为，2015 年代

理人资格考试放开后，人力大发展带来的新业务

价值红利已经消耗殆尽。 随着客户认知的快速提

升，保险公司依靠渠道影响力贩卖人情的销售模

式难以为继，渠道质量短期难以迅速提升以满足

客户升级后的保险认知，而产品供给对客户的吸

引力有限，限制行业增长。

拐点来了吗

“2022 年我们制定规划的时候，认为 2022 年

至少应该比 2021 年情况好， 但实际的发展跟我

们的预期有比较大的差距。 ”新华保险党委书记、

董事长李全坦言。

他表示， 去年受到最大冲击的是个险团队，

银保和团险队伍总体是增长的。 自 2019 年起，新

华保险加大了对银保支持的力度。 数据上，新华

保险长期险首年保费银保达到 280 亿元，同比增

长 11.3%，团险渠道稳定增长，短期险保费 26.85
亿元，同比增长 4.6%。

但放眼未来，个险渠道依旧是新华保险的核心

渠道。 新华保险副总裁王练文强调，公司在发力银

保渠道的同时，将稳定销售人力队伍，提升绩优产

能占比，为公司发展提供永续前提。 “过去一年我们

的总销售人力不断下降。 客观原因是行业调整，主

观是过往人力队伍‘虚高’，公司主动‘清虚’”。

王练文说，为了可持续长远发展，公司制定

了三个步骤，分别是提产能、优结构和稳增长。 过

去一年新华保险人均产能同比提升超 20%，今年

一季度出单能力较去年同期基本翻倍，可以说产

能提升呈现出可喜趋势。

尽管 2022 年上市人身险公司在新业务价值

和人力规模方面双双下跌，但从人力结构和产能

角度来看， 转型的成效已开始显现。 “相信 2023
年将是寿险业自身资源禀赋和积累的转型动能

充分释放的开始。 ”李全表示。

截至 4 月 28 日，A 股五大上市险企一季报

已披露完毕。 今年一季度，五大上市险企共实现

归母净利润 865.49 亿元， 同比大增 52.27%。 其

中，中国人保实现净利润 117.21 亿元，同比增长

230%；新华保险实现净利润 69.17 亿元，同比增

长 114.8%。

那么，一季报带来的暖意能否在今年得以持

续？

光大证券分析师王一峰认为，过去人身险行

业渠道转型压力已基本释放完毕，当下高价值率

保障型产品销售已持续降至历史低位，今后随着

代理人队伍规模的逐渐企稳、绩优人力产能的不

断提升、 线下展业恢复助力保障型产品销售回

暖，以及预定利率下调预期下“炒停售”推动储蓄

险需求的持续释放，2023 年头部险企新业务价值

增速在低基数下有望实现集体转正。

在 4 月下旬的一场公开活动上，中国人寿集

团副总裁、国寿寿险总裁赵鹏指出，2023 年，随着

我国经济企稳复苏，寿险业也迎来了久违的“开

门红”，行业又站在了一个关键节点。 回升态势能

否持续、能走多远？ 既有赖于“长风破浪，未来可

期”的中国经济提供有力支撑，更需要保险公司

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一季度的价值增长主要是规模增长带来

的，业务结构未得到明显优化。 因此，相较规模，

行业价值复苏仍面临一定困难。 ”赵鹏强调。具体

来看，个险队伍规模仍未止跌回升，个人代理渠

道保费增速仍未转正， 远低于银行邮储代理渠

道；高价值的重疾类产品销售没有明显改善，1 至

2 月健康险保费收入依靠续期才实现正增长；尽

管年金险、两全险等传统寿险高歌猛进，但新业

务价值率相对较低，且长期利率低位徘徊以及资

本市场波动，对险企资负管理带来较大挑战。

王莹 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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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 南华基
金净亏损 1075.99 万元，
仍未实现盈利。实际上，
自 2016 年成立以来，南
华基金已连续 7 年亏
损，累计亏损超 1 亿元。

-1075.99万元

责编 | 陈偲 ２０23年 5 月 8日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