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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斯   点石成金

他完美地将数学理论财富化，他用研究模型将投资经验抛之在外，他从不在商学院雇佣职员，也不青睐华尔街高手，他凭借连续17年

38.5％的收益率超过了投资领域众人景仰的“股神”巴菲特，他就是詹姆斯•西蒙斯（James Simons）。

James Simons, 
King Of Hedge Fund Mana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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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级”基金经理

　　年过七旬的西蒙斯很低调，即便是那些

整天在华尔街专业从事投资基金的人，也很

少听说过西蒙斯和他的文艺复兴科技公司，

甚至当2005年统计谁是那一年收入最高的

个人时，人们还是通过投资杂志才知道西蒙

斯那年赚的17亿美元是最高的。无论从毛回

报率还是净回报率计算，西蒙斯都要比巴菲

特略胜一筹。

　　在进入华尔街之前，西蒙斯是个优秀的

数学家，24岁就出任哈佛大学数学系教授，

而他还同时担任对冲基金经理。36岁时，他

和中国著名数学家陈省身联合发表了著名的

论文《典型群和几何不变式》，并创立了著名

的Chern—Simons理论，38岁他就获得了每5

年一次的数学领域最高奖——全美数学科学

维布伦奖金。他思考的很多东西都会让你感

到新奇，比如他关注汽车消耗汽油的现象，

他认为汽油是不会被完全用尽的，如果每次

用掉一半，总会剩下另一半，这样下去，最后

肯定有剩余，这怎么听都像中国古代大思想

家庄子所说的“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世不

竭”。但令人惊奇的是，他在关注这个问题的

时候却只有3岁。

　　西蒙斯的文艺复兴科技公司总部位于纽

约长岛，从外表来看，这家公司更像是一个

数学研究所。和很多基金公司不同的是，公

司的中心建筑并不是夜以继日不停交易的交

易室，而是一间有100个座位的礼堂，每隔半

个月员工都会在那里听一场科学演讲。令人

惊讶的还不止这些，西蒙斯对华尔街的投资

家们不感兴趣，事实上，如果你想去文艺复

兴科技公司工作的话，华尔街的工作经验反

而会成为绊脚石，这家公司决不雇佣华尔街

人士，也从不雇佣商学院毕业生，这在美国

的投资公司中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在公司的

200多名员工中，将近1/2的雇员都是数学、物

理学、统计学等领域顶尖的科学家，只有两

位是金融学博士出身，西蒙斯说：“我们不雇

佣数理逻辑不好的学生。好的数学家需要直

觉，他们对很多事情的发展总是有很强的好

奇心，这对于战胜市场非常重要。”文艺复

兴科技公司拥有一流的科学家，其中包括贝

尔试验室的著名科学家Peter Weinberger和

弗吉尼亚大学教授Robert Lourie。另外他还

从IBM公司招募了部分熟悉语音识别系统的

员工，西蒙斯认为交易员和语音识别的工作

人员有相似之处，他们总是在猜测下一刻会

发生什么。

成为投资赢家需要什么？
有一个点石成金的金手指或许更来得真切，
可又有多少投资者是在用一生去寻找这个金手指呢？
而西蒙斯却将枯燥的数字玩到极致，
练就了现实版的点石成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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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虎式”定量投资

　　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基金经理所管理的大

奖章基金，从1989年到2006年的平均年收益

率高达38.5%，净回报率已超过“股神”巴菲

特，即使在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当年，该基

金回报率都高达85%，西蒙斯也因此被誉为

“最赚钱基金经理”、“最聪明亿万富翁”。

　　西蒙斯之所以能够在投资方面取得成

功，主要得益于他所信奉的投资方式，他凭

借定量投资战胜了巴菲特的定性投资，定性

主动投资大家比较熟悉，其特点就在于其投

资过程是以深入的基本面分析研究为核心基

础，再加上对上市公司的调研和管理层的交

流及各类研究报告为依据，其组合决策过程

是基金经理在综合了所有信息后，依赖主观

判断及直觉来精选个股，构建组合，以产生

超额收益。而定量投资的组合决策过程是由

系统来完成的，定量投资通过高效、准确、

快速处理海量历史数据进行分析，进而由电

脑挑选出符合标准的股票，这是一种对定性

投资的理性运用。通过计算机实现交易可以

有效排除人为因素的干扰，定量基金经理基

于对市场的理解，提炼出能够产生长期稳定

超额收益的投资思想，并用历史数据验证其

思想的正确性。

　　具体说来，定性投资是一种重思想、重

洞悉力的投资模型，也就是以巴菲特为代表

的利用个人经验和智慧判断进行的投资。他

们认为现实世界是极为复杂的，经验与思考

才是财富的制胜之宝，所以他们的成功不是

靠顶尖的科技，而是对市场的理解、洞悉和

不随波逐流的勇气，更强调“人”的因素。而

西蒙斯代表的定量投资模型则依靠数据分

析，他们通过搜集大量数据，利用电脑来筛

选投资机会，将投资思想通过对具体指标、

参数的设计体现在模型中，并据此对市场进

行不带任何主观情绪的跟踪分析，以保证在

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实现收益最大化。

　　与巴菲特价值投资长期持有的理念不

同，西蒙斯这种投资方式更多集中于短线套

利、频繁交易。就像壁虎，平时趴在墙上一动

不动，一旦机会出现，迅速将猎物吃掉，然后

重新回复平静，等待下一次机会的来临。

■定量投资四大指标

估值——通过对估值变化的分析，发掘被市场低估的股票以获得超额收益；

成长——发掘盈利成长超预期的股票；

盈利质量——透视企业盈利，关注高质量、可持续的盈利能力；

投资者情绪——把握因市场过度反应及不足反应所带来的交易性机会。

定量投资PK定性投资

　　• 投资宽度。人脑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而现代计算机系统可以高

效、准确地处理海量数据信息。相对定性基金经理，定量基金经理借助系统

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可以在市场360度寻找投资机会，获取超额收益。

　　• 投资客观性。系统化的组合构建能够将人的情绪对组合的影响最小

化，更客观地体现基金经理的投资思想。

　　• 投资思想的可验证性。定量投资利用历史数据来验证投资思想在不

同经济周期、市场环境下的适用性，真正做到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确保

超额收益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 风险控制。定量投资系统通过对收益和风险的分析，优化投资组合，

在有效风险控制的基础上，将超额收益预期最大化。

[来源：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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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险也是一种投资

　　1998年俄罗斯债券危机、2001年高科技

股泡沫危机以及2007年的次贷危机，金融市

场上的“黑天鹅”使许多曾经闻名遐迩的对

冲基金经理走向没落。但令人惊讶的是，西

蒙斯带领的大奖章基金却在几次金融危机

中都表现得异常坚挺。从1988年成立到1999

年12月，大奖章基金总共获得2478.6%的净回

报率，是同时期基金中的第一名，超过第二

名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一倍，而同期的标准普

尔指数仅有9.6%。

　　以俄罗斯债券危机为例，当时长期资本

管理公司赌的是欧元区国家债券市场间利差

会缩小，这虽然是正确逻辑，但俄罗斯突发

卢布危机，停止偿还卢布债券，导致意大利、

希腊等南欧国家债券收益急剧上升，而与

德、法等国债券利率却扩大化，最终导致该

基金公司濒于破产。与买入并持有的投资理

念不同，西蒙斯的投资策略并非是持有头寸

过夜，而是在短线迅速结清头寸，获取无风

险的收益机会。

　　不利用或者极少利用杠杆也是西蒙斯避

险的妙招。财务杠杆放大投资规模所造成的

流动性问题，是导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倒闭

的罪魁祸首。西蒙斯不利用杠杆，而是有多

少资金做多少资金，将很多投资风险控制在

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他只寻找那些可以复制

的微小获利瞬间，决不以“市场终将恢复正

常”作为赌注投入资金。

慈善散财

　　跟其他暴富的同行不同的是，西蒙斯没

有把他的财富用来享乐，而是转向了慈善事

业。西蒙斯和他的第二任妻子玛里琳成立了

西蒙斯基金会，专门为教育、卫生、自然科学

研究等项目提供资助。

　　西蒙斯的慷慨，一方面由于他对学术的

热爱，另一方面也与他的不幸经历有关。西

蒙斯在学术和商业上获得了惊人的成功，然

而在家庭上却承担了巨大的不幸。他和妻子

共育有五个子女，一个儿子保罗在家附近骑

自行车时遭遇意外身亡，为此他向纽约州立

石溪大学捐助了以儿子命名的公园。另一个

儿子尼克在印尼答里岛不幸溺亡，因为尼克

曾在尼泊尔工作过，为纪念爱子，西蒙斯向

尼泊尔卫生健康事业捐助了大笔金钱。此

外，西蒙斯还有一个女儿患有自闭症，为了

给爱女治病，他成立了西蒙斯基金会，专门

援助教育及医疗方面的科学研究计划，麻省

理工学院和耶鲁大学的自闭症研究团队都从

他的基金会获取了丰足的经费。20年来，他

捐助了3800万美元来研究造成自闭症的原

因，还捐出1亿美元成立美国最大的自闭症私

人研究中心，目前西蒙斯自闭症基金的投资

方向是寻找相关基因，为了探讨自闭症与遗

传的关系，他捐献了自己家庭的DNA用于自

闭症研究。西蒙斯在数学方面的捐助金额也

很可观，2006年他向纽约州立石溪大学捐助

了2500万美元用作数学和物理的研究经费，

2008年2月又捐助了6000万美元，这是纽约

州历史上数额最大的捐助。

■图为詹姆斯•西蒙斯与乔治•索罗斯共同参加“对冲基金与金融市场”听证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