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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人 刘枭

的确，基金经理们在对财
富的控制力上，远非平常人所
能比，他们代表了某种市场潮
流，引发跟风无数。在 A 股市
场上，基金经理们的动向格外
引人注目。每逢季报出炉，投
资者们总免不了要去看看，各
基金都入驻或者撤离了哪些
股票。特别是那些明星基金
经理，一举一动都被市场无限
放大，甚至一句话能影响亿万
资金。对于他们来说，财富、
社会地位以及影响力，样样不
缺，可谓资本市场的宠儿，风
光无限。

且慢！在你穿上西装，打
好领带，忙不迭去当基金经理
之前，首先得搞明白，这到底意
味着什么。表面的光鲜，到了
骨子里，也许并没有想象中的
那么亮丽。先读读这部极为写
实的小说——巴顿·比格斯著

《对冲基金风云录 2》，再来考
虑，也不迟。作者借男主角基
金经理乔·希尔大起大落的一
生，将对投资与人生的见解与
感悟浓缩其中，寓教于无形。

透过此书，我们可以充分
领略基金经理的荣耀。首先，
有钱，非常有钱。依据书中的
介绍，基金经理的收入与基金
规模挂钩——被称为“220俱乐
部”，意思是，基金经理们可以
提取基金规模 的 2% 为 管 理
费，投资利润的 20%为酬劳。
有钱之外，他们还有令人歆羡
的社会地位。随着基金业绩
的蒸蒸日上，乔·希尔成为众
多媒体关注的明星，他与他的
合作伙伴甚至被邀请到哥伦
比亚大学演讲，昔日的无名小
卒，如今一飞冲天，成为了创
造数字神话的对冲基金新秀、
资深投资家的座上客、金融精
英圈的圈内人。

说到这里，动心了吗？
但如果告诉你，为了成就

上述的辉煌，乔·希尔几乎全身
心扑到了基金上，甚至连陪伴
妻子儿女的时间都没有，基本
没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有钱也
没时间用，还会这样动心吗？
倘若再得知，男主角的鼎盛时
期仅仅维系了 7 年——这在对
冲基金界已经相当长寿，然后
便在金融危机中盛极而衰、迅

速沉沦，乃至个人破产、妻离
子散，所有的财富、梦想皆成
黄粱一梦，又如何呢？金融业
有句老话，爱一个人，就让他
当基金经理吧，无数的鲜花掌
声，还有数不尽的财富；恨一
个人，也让他当基金经理吧，
潮起潮落后，蓦然回首，人生
匆匆，竟然什么都没剩下。基
金经理这碗青春饭，可能并没
有那么好吃。

跳出对男主角命运的唏
嘘，看中国基金行业的现实，又
何尝不是这种冰火两重天？顺
景时，比如 2006-2007 年的大
牛市，当真为时代的宠儿，红得
发紫，心比天高；而当行情不
好，比如当前，好似坠入深渊
般，精神压力磨人，心态很难平
衡。不久前，市场传闻，某证券
公司研究员前往基金路演，与
基金工作人员产生肢体冲突，
大概就是这种压力下负面情绪
的反映。本书作者巴顿·比格
斯（2012年7月14日去世，享年
79岁），身为摩根斯坦利投资策
略师、大型对冲基金 TRAXIS
的发起人，见惯了业内的大起
大落，在书《序》中不无感慨地

写道，“专业投资者，尤其是对
冲基金人士……必须深刻地
理解：他们注定要受到极端情
绪波动和骄傲自满心理的影
响。这两种顽疾对于他们的
投资、对于他们与最亲密的人
的关系，都会产生致命的伤
害”。这也是当前中国资本市
场的写照。

值得一提的是，金融危机
后，金融业的社会评价大幅回
落，各方都在反思，这个行业过
往的发展是否偏离了“服务实
体经济”的初衷。有趣的还有，
研究表明，1929年大萧条后，金
融业的薪酬水平并没有立刻下
降（这与现在的表现如出一辙，
也成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主
要诉求之一），但把时间尺度拉
长，到 20 世纪 30 年代末，金融
业的薪酬水平逐渐回落到社会
平均值附近，并在之后的 30 年
维持在这一水平。环顾左右，
华尔街正经历金融危机后的又
一轮降薪裁员，中国的金融业
也处于相同的紧缩周期中，历
史正在复刻。

言及于此，你还愿意去当
基金经理吗？

假如你来当基金经理

□书评人 杨吉

拿到《硅谷中关村人脉网
络》一书，书名没看明白，不清
楚这个“人脉网络”究竟是指硅
谷、中关村各自的，还是说硅谷
与中关村之间互动的。倘若是
后者，这个动，又是主动、被动、
半推半就的动的哪一种？

其实，本书作者之一的王
德禄，是区域创新、产业规划、
科技政策等方面的专家，其本
人不仅对中关村的发展有着长
期而直接的观察，而且也在一
定程度参与过具体政策咨询、
建议决策。他在谈“硅谷中关
村人脉网络”一词时是特有所
指的。第一，人脉网络其实是

“人才集群”或“知识密集”，而
不是平常说的“后门关系”。第
二，人才资源介绍，既有硅谷
的，也有中关村的，后来还有专
论“硅谷华人社群回国创业，助
推中关村创新发展的”（相当于
硅谷与中关村通过人才的流
动，促进、加深彼此的合作）。
第三，纵观历史，在高新科技产
业发展上，前有硅谷模式，后有
中国台湾新竹园区，再有印度
班加罗尔，当然还不缺作为“创
业国度”的以色列，轮到中关
村，它受何影响，该如何借鉴，

又该怎样崛起，这本身就意味
着会历经一个从被动到主动再
到互动的过程。当然，不管怎
样，本书的重点是人，从人才关
系网络来探讨科技创新区域的
今世来生，这一角度不能不说
新颖，也不得不说是个明智之
举。

事实上，想必读者们了解，
描写硅谷或中关村的书可谓汗
牛充栋。有《硅谷传奇》、《硅谷
热》、《硅谷优势》、《硅谷商战》、

《思考中关村》、《中关村失落》、
《再造中关村》等，它们通常以
立传者的视角来回顾硅谷的演
进史，即便有展望，也就硅谷论
硅谷，很少谈其他，对于远在东
方一角的中关村更是鲜有提
及。而本书则不同，虽然开篇
第一章就是“开拓：华人在硅谷
的历程”，貌似在写硅谷，实则
侧重关注华人。在随后的篇幅
里，王德禄始终围绕这样一些
问题展开讨论：中关村怎么就
不是硅谷呢？中关村如何像硅
谷那样呢？中关村怎样青出于
硅谷而胜于硅谷？因为立足国
情、关切现实，具有强烈的问题
意识，于是，本书就更接地气。

然而就观点来论，本书所
持立场与理查德·佛罗里达《创
意阶层的崛起》中部分结论一

致。除了技术、环境、制度、政
策等，两位作者都更重视“人”，
而前者一系列条件也都是为了
更好地吸引人、激励人、帮助
人，还有最重要的留住人。在
提到为什么中关村产业原创能
力不足、竞争力不强时，王德禄
与我们分享了几点认识，包括
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社会普
遍浮躁急功近利、金融制度有
待完善、专门化人才培养力度
不够、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调
整等，原因虽涉及各个方面，但
从始至终的核心依然是人。人
是主体，没有人才，没有未来。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这些
年有政府层面自上而下的推
动，也有创业者自下而上的助
推，使得国内高新科技产业发
展呈欣欣向荣之势。对应于人
之上，在书中，王德禄有提到

“效仿硅谷第一人”的陈春先、
有“政府中学习硅谷第一人”的
胡昭广、有“第一个打造中关村
版的硅谷企业模式”的王志
东。此外，还有“硅谷创业侠
侣”的朱敏夫妇、“拥有大量人
脉创业者”的陈宏、“硅谷创业
清华系”的邓峰、“构筑网络安
全网络”的谢青、“硅谷绿色经
济弄潮儿”的阎先涛、“硅谷光
电女强人”的李同宁、“从校友

录到网络社群”的陈一舟、“众
里寻他千百度”的李彦宏、“从
硅 谷 回 来‘ 赶 集 ’”的 杨 浩
涌……正是这些有深谋远见
效法先进的政府官员、在硅谷
事业有成的中国留学生以及
带着资金技术理念回国创业
的海归们，他们直接或者间
接地带动了国内新兴产业的
昌盛，也使中关村与硅谷连接
得更加紧密，从而成为全球创
新经济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动
力源。

没错，在法治和市场经济
仍然处于初建阶段的中国，出
现了从人脉、资本、组织到技术
都与硅谷紧密相通的中关村科
技园区。这其中最本质的事实
是，中关村与硅谷逐步建立了
人脉网络。人脉，让硅谷和中
关村互联，让中关村和高新区
互联；人脉，让投资者与创业者
互联，让企业家与投资者互联；
人脉，让智者与创新互联，让今
天与未来互联。而且同样是人
脉，让新兴产业早已由中关村
蔓延至中国上千个产业集群。
如果加以归纳，王德禄实际上
说了两个观点：第一，人脉即财
脉；第二，最贵是人才。

没想到中关村的故事还可
以这么写。

《对冲基金风云录2》
作者：巴顿·比格斯
中信出版社
2012年6月
定价：48.00元

中关村的故事还可以这么写

《硅谷中关村人脉网络》
作者：王德禄/赵慕兰/张浩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年4月
定价：48.00元

提起基金经
理，很多人的第
一反应大都是宝
马香车，纸醉金
迷。倘若看过些
金融相关的书籍
或者电影，比如
去年很火的《窃
听风云》，大概能
得出更进一番见
解：一帮大佬围
坐在赌桌旁边，
操盘着股价的涨
跌，予取予求，任
意施为，就像电
影里的“地主会”
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