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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魏来

今年以来，公募基金公司高管变更

频繁。对于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和影响，

专家各执己见。

截至 3 月 15 日，年内共有 60 位高

管变更，涉及华安基金、华润元大基金、

贝莱德基金、 湘财基金等 36 家公募基

金公司。

其中，年内董事长变动人数最多，为

22 人。 总经理和副总经理变动人数分别

为 12 人、20 人。

近期多家基金变换高管

3 月 12 日， 华安基金发布公告称，

新任范伊然为公司副总经理，于 2024 年

3 月 11 日任职。

公告显示，范伊然曾在洛阳广播电

视局、中央电视台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

院、国家文物局工作。 加入华安基金前，

范伊然在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

任行政办公室品牌中心主任、战略客户

部副总经理，主要从事公司品牌宣传、企

业战略客户服务等工作。

华安基金于 1998 年 6 月成立 ，注

册资本 1.5 亿元，股东为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51%），国泰君

安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20%）、 上海锦江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持股比例 12%）、上海工业投资 （集

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2%）、上海上

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5%）。

iFinD 数据显示，截至 3 月 15 日，华

安基金共管理 257 只基金， 资产净值合

计 5923.13 亿元。 其中，非货币基金 252
只，资产净值合计 3402.54 亿元。

3 月以来， 已经有 8 家基金公司变

更高管。

近日，华润元大基金发布公告称，胡

昊于 2024 年 3 月 7 日任职公司董事长，

公司原董事长费凡因工作调整离任。

公告显示， 胡昊曾任交通银行湖南

省分行个人金融业务部高级经理助理、

副高级经理、副总经理、网络渠道部总经

理、大客户营销四部总经理，交通银行宁

夏区分行副行长、党委委员等职务。2023
年 12 月至今任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

司党委副书记。

华润元大基金为信托系基金公司，

于 2013 年 1 月成立， 注册资本 6 亿元。

该公司控股股东为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

公司（持股比例 51%），元大证券投资信

托股份有限公司和华润金控投资有限公

司持股比例均为 24.5%。

iFinD 数据显示，截至 3 月 15 日，华

润元大基金共管理 16 只基金，资产净值

合计 294.13 亿元。 其中，该公司旗下主

动权益类基金面临着“长不大”的困境。

截至 2023 年末，华润元大基金股票型基

金和混合型基金规模合计不足 3.5 亿

元， 多只基金在 5000 万元清盘线下徘

徊。

公募频“换帅”有何利弊

iFinD 数据显示，截至 3 月 15 日，年

内公募基金业共有 60 位高管变更，涉及

36 家基金公司。

其中，年内董事长变动人数最多，为

22 人。 总经理和副总经理变动人数分别

为 12 人、20 人。

从董事长变动来看， 除了华润元大

基金，年内还有贝莱德基金、国寿安保基

金、湘财基金、同泰基金等多家基金公司

迎来了新任董事长。

2 月 1 日， 贝莱德基金新任范华为

公司董事长。此前，范华曾任贝莱德建信

理财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法

定代表人。 现任贝莱德集团中国区负责

人。

湘财基金发布公告称， 蒋军自 1 月

8 日起新任公司董事长职务， 原董事长

王小平离任。

从总经理变动来看，泰信基金、中金

基金、 贝莱德基金等多家基金公司迎来

了新任总经理。

泰信基金发布公告称， 张秉麟于 2
月 19 日新任泰信基金总经理职务，董事

长李高峰不再代任总经理职务。

中金基金则在 1 月 19 日同时迎来

新任董事长李金泽和新任总经理宗喆。

副总经理变动方面，年内摩根基金、

融通基金、银河基金、新华基金等多家基

金公司均有“新官”上任。

谈及公募基金高管变动频繁的原

因，中国 CFO 百人论坛理事、高级经济

师邓之东向 《国际金融报 》记者分析 ，

从内部因素来看 ， 公募基金行业竞争

激烈 ，基金高管任务重 ，业绩压力大 ，

又普遍存在权责不统一 、 价值理念难

融合、派系“内卷”消耗等情况。 从外部

因素看 ，公募基金行业发展迅猛 ，基金

机构数量爆增 ，市场人才缺口较大 ，优

质基金高管人才有了更多的选择空

间。

财经评论员张雪峰对《国际金融报》

记者表示， 频繁的高管变动有利于公司

不断地注入新鲜血液，保持公司的活力。

同时， 高管的频繁变动也有可能会导致

公司的价值观或投资策略出现飘忽不定

的情况， 从而有可能会令投资者对于公

司产生不信任感。

◎ 记者 王莹

人勤春来早。 正值“金三银四”招聘

季，险企龙年春季校园招聘陆续开幕。

截至目前，中国太保、中国人保、中

国平安、新华保险、泰康保险、中国太平

等头部险企均已发布 2024 年春招岗位

需求，争相“招兵买马”。

从招聘信息来看， 金融科技类岗位

需求依旧旺盛。各大险企普遍设有算法、

前后端开发、人工智能、大数据、信息安

全、运维测试等相关岗位，部分险企甚至

专门开辟了科技类岗位快速招聘通道。

而这正是保险业积极推进科技赋能

的一个侧影。 以 ChatGPT、Sora 为代表的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为金融机构场景服

务带来了无限可能，向着数字化、智能化

转型升级成为各大险企发力的主要方向

之一， 充实金融科技人才队伍力量也随

之成为险企人才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

金融科技人才吃香

据教育部统计，2024 届全国普通高

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 1179 万，同比增加

21 万，再创历史新高。

稳就业就是稳信心。 面对规模逐年

攀升的高校毕业生， 险企在今年释放了

数千个岗位， 以待新鲜血液的加入。 譬

如，中国人保旗下 9 家子公司总部合计

提供超 2800 个岗位； 泰康保险围绕保

险、投资、科技、医疗等 7 个专业序列，提

供 122 个工种的 2000 余个岗位；中国平

安 10 余家成员公司提供了 200 余个招

聘岗位、1000 余个人才需求。

而在行业改革转型和各家机构主动

清虚的大背景下，“优增” 正成为保险招

聘的趋势所在。 新华保险在春招公告中

就明确表示，招聘对象主要面向 2024 年

毕业的国内普通高校或国（境）外院校硕

士和博士研究生。

从具体的招聘岗位来看， 各家险企

向金融、保险、精算、数学、统计、法律、医

学、市场营销、计算机等十余个专业领域

的人才抛出了橄榄枝， 其中金融科技类

人才尤其受到偏爱。

中国人保专门开设科技类简历投递

通道，并在笔试环节注明，将设置综合类

和科技类差异化试题； 信息科技类岗位

作为泰康保险招聘的五大方向之一，覆

盖了研发工程师、算法工程师、技术开发

工程师、数据开发分析、信息安全、网络

管理等多个岗位； 平安产险在总部科技

中心春招补录中， 面向全球毕业生招聘

精算定价、前后端开发、数据建模运维等

科技赛道岗位人才。

值得一提的是， 数字化转型在险企

人才招募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在中国太平公布的招聘流程中，“AI 面

试”作为简历筛选后的另一道筛选环节，

为此次春季招聘增添了科技色彩。

锚定数字化转型

人才招聘的布局， 往往能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出险企今后的发展方向。“金融

科技人才热”的背后，正是保险业对数字

化转型的持续推进。

2021 年 12 月，中国保险行业协会

发布《保险科技“十四五”发展规划》，这

是保险行业首次以行业共识的方式发

布保险科技领域中长期专项规划。当中

明确，在科技投入方面 ，实现信息技术

投入占比超过 1%、 信息科技人员占比

超过 5%；在服务能力方面，实现业务线

上化率超过 90%、线上化产品比例超过

50%、线上化客户比例超过 60%、承保

自动化率超过 70%、核保自动化率超过

80%、理赔自动化率超过 40%；在创新

应用方面，专利申请数量累计超过 2 万

个。

三个月后，2022 年 2 月， 中国太保

和中国人保两大头部险企先后成立科技

子公司， 致力于通过科技来丰富产品供

给，提高客户的获得感和体验感，提升保

险的覆盖面与性价比。 2023 年 10 月，中

再集团发布公告称， 已完成设立中再保

数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2 亿

元， 主要业务是向中再集团内成员公司

提供信息技术服务。

2023 年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

更是将“数字金融”列为建设金融强国的

“五篇大文章”之一，这为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保险业推陈出新、 走向高质量发

展指明了方向。 而深化保险科技赋能，

推动险企数字化转型， 离不开强大的人

才队伍支撑。

“保险业的发展与科技可以说是深

度融合，科技化、智能化、数字化都会对

保险行业产生深刻且长远的影响，这也

就使得金融科技类岗位的人才需求较

大。 ” 北京排排网保险代理有限公司总

经理杨帆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

在北京市知识产权专家库专家、高

粱资本创始合伙人董新蕊看来， 受大数

据、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前

沿技术带动， 既熟悉金融业务又具备技

术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成为险企青睐的对

象。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人寿集团董事长白涛也在提案中建

议，加快建设数字金融人才队伍。紧盯人

工智能、 云计算等前沿数字技术发展趋

势，完善数字金融人才培养体系，在高校

和科研院所建设数字技术与金融的交叉

学科，着力培养数字金融复合型人才。持

续健全金融从业人员职业技能培训制

度， 推动金融从业人员及时掌握数字知

识和技能。

科技潜力仍待释放

不过， 随着数字化转型成为产业变

革的主旋律， 各行各业对于科技人才的

需求量都在激增。 金融科技类人才市场

竞争同样激烈，除了险企以外，银行、券

商等其他金融机构也纷纷加入人才争夺

战。

而险企要想吸引并留住金融科技人

才， 杨帆建议， 首先应该与高校建立合

作，定向培养优秀人才；其次要提高福利

待遇，增强职业归属感；再者是完善人才

培育机制，健全激励机制，完善人才梯队

建设，有效地激发工作热情和动力，更好

地发挥创造性。

独立国际策略研究员陈佳对记者

补充道， 未来保险业对于数据挖掘、保

险精算 、人工智能 、产业研究等领域的

复合型人才需求会井喷，这也对我国高

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提出更高更新的要

求，产业转型倒逼教育转型的趋势预计

会持续多年。 “若能审慎应对，不仅能助

推保险业数字化转型与人力资源优化，

也能缓解当下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衡

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 我国虽然是全球第

二大保险科技强国， 但在保险科技创新

能力、熟化程度、集成应用水平上，与海

外发达市场相比还有待提升。 尽管保险

科技应用场景较多， 但能真正独立的科

技支撑与保险业务相结合的成果并不多

见。

《2023 保险科技洞察报告 》分析指

出，对于能够广泛应用的科技成果，需要

前期的技术试验、 小范围试点以及商品

化应用等环节。 然而我国保险科技相关

研发起步时间较晚， 大部分科技成果还

处于试验和示范阶段， 为落实到大范围

应用层面， 其熟化程度需要进一步加速

提升。 此外，实现保险科技的高效应用，

需要成套技术联合集成应用， 单一的技

术很难解决现阶段保险业发展遇到的难

题。 现阶段我国保险科技的发展更加偏

重单一技术以及单个产品， 对于全流程

的综合技术集成体系建设， 目前整体拓

展能力还不足。

对此，业内人士建议，险企应加大对

保险科技应用转化研究， 加强平衡科技

引入和资源之间的关系， 并紧密关注行

业中新颖有效的创新模式。 加强自主与

开放创新双轮驱动，坚持“科技向善”，并

将“人民性”融入研发理念中，实现经济

与社会效益共生共赢。

公募频繁“换帅”

频繁的高管
变动有利于公司
不断地注入新鲜
血液， 保持公司
的活力， 同时也
有可能会导致公
司的价值观或投
资策略出现飘忽
不定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