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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私募界的“校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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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徽商、杭商⋯⋯自古以来，商业派别就以地域为分界线，形成了古老的“商帮文化”。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口流动性越来越大，以地

域为纽带的“商帮文化”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校友圈”的逐渐盛行。有句话说，学校和战场是培养友谊最好的地方，可见，“校友圈”在商界

起着举足轻重的维系作用。

事实上，在此次私募特刊的采访中，我们发现浙江的这些投资界大佬们也非常注重“校友圈”，一方面校友的项目会得到更多的关注，另一

方面大佬们也往往会通过校友拉近互相的关系。

杭州私募的浙大“校友圈”

科发资本董事长陈晓锋 80 年代毕业于

浙江大学机械系，毕业后留校成为了浙大的

团委副书记，成为浙大老师的这一段经历给

他后来的投资带来了弥足珍贵的重要意义，

私募“校友圈”的种子在那时就悄悄埋下了。

陈晓锋在杭州的私募圈里算是后来者，

但却是一匹后来者居上的“黑马”，这很大程

度上得益于他的“浙大校友圈”。

“创投界很多老前辈都是我的校友，很多

还是一个系的，比如顾斌，他是行业的老前

辈，在创投界很多年，我虽然进来得晚，但大

家都认识。”陈晓锋打趣着说，只要受邀去参

加相关的研讨会或论坛，现场就会发现一大

片校友。

“我在浙大当老师的时候，接触了很多优

秀的老师、学生，他们的项目都很好，包括我

们的团队也有很多人是来自浙大，我们项目

里有一半是投资浙江大学的项目。”陈晓锋在

采访中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浙大“校友圈”情

结。

据陈晓锋介绍，科发当初决定投资万鹏

的时候只花了半天时间，而促使科发如此快

速抉择的原因之一便是万鹏创始人也是浙大

人。“他是浙大机械系毕业的，我在周遭好好

打听了一番以后，发现他人很靠谱，他做的教

育行业前景很好，他们的财务也很规范，我们

半天就签约了。”

浙大系在浙江、尤其在杭州具有深厚的

影响力，这在私募圈更是可见一斑。

盛产私募经理的六大名校

早前，私募排排网有一份私募行业的统

计显示，作为精英荟萃的私募圈，私募基金经

理们大都“出身名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

学等知名高校的学子不断，而中山大学、南开

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

985、211 高校也不在少数。来自国外大学，

如哈佛、剑桥、普林斯顿、芝加哥、麻省理工等

国际知名大学的基金经理也亦有之。名校给

私募这个圈子添加了行业的光环，也给他们

提供了“校园帮派”的便利。

数据显示，在私募行业中，来自复旦系的

基金经理人最多，其中有不乏明星私募，如星

石投资的江晖、和聚投资的李泽刚、证大投资

的朱南松、信璞投资的归江等。

私募行业中的“北大圈”也是一股不容小

觑的力量。统计结果显示，目前在私募行业

中来自北大的基金经理高达50人，其中也不

乏私募名人。“北大圈”的年龄跨度更是从 60

后到 90 后不等，资历深、名气大的如神农投

资陈宇、广东西域投资的周水江、德源安的许

良胜等众多大佬都出自北大。

“清华圈”是私募“校友圈”里的一股技术

流。“论上战场还是清华厉害，技术很强、产品

很好。”清科集团 CEO 倪正东这样评价清华

的“校友圈”。清华派私募基金经理在行业中

共计达到46人。老牌私募如和聚基金申龙、

菁英时代陈宏超、宝慈资产陈瑛等都来自清

华，可谓是名人荟萃。

在上海的金融圈中，上海财经大学正如

其名，在上海的私募圈中影响力颇大。数据

显示，目前，私募行业中出身上海财大的私募

基金经理高达 41 人，翼虎投资的余定恒、惠

正投资的江作良等都属于老上财人，如今早

在私募行业占有一席之地。

中国人民大学在金融圈中也有着举足轻

重的地位，数据显示，目前私募行业中来自人

大的基金经理高达 40 人，且其年龄跨度较

大，从 50 后的私募泰斗到 90 后的新生力量，

人大都有其人才。

上海交通大学的的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被誉为盛产基金经理的摇篮，在私募圈也有

其紧密的“校友圈”。数据显示，目前私募基

金经理中来自上交大的人数达到了40人，富

善投资的林成栋、弘尚资产的于龙、六禾投资

的陈信余等年轻的一代交大人正在创出自己

的一片私募天地。

各有风格的“校友圈”

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学习不仅是获

得知识的通道，更是积累人脉的重要手段。

如大名鼎鼎的华夏同学会，几乎是“校友圈”

中的顶配级别，它是由曾经就读于长江商学

院和中欧商学院CEO班的校友们所组成，马

云、李彦宏、王健林等重量级大佬都名列其

中。这也就解释了当下各类总裁班、MBA

班、EMBA班等各种面向商家大佬的培训班

如此火热的原因，与其说是学习知识，不如说

是积累人脉。

人脉，在私募圈即意味着信息、资源等更

深层次的内容。同一个学校出来的学子总有

一些相似点，这为更多同一圈层的人提供了

话语资源和共同话题，“校友圈”也因此在私

募圈中形成了相应的圈层文化。

在一个行业内奋斗，从来不是单打独斗

就能胜利的事。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

投资高手通过校友串起一个又一个圈子，私

募间的联系就能越来越多。在投资界，不管

是宏观经济形势、政策走向，还是对市场的判

断，没有一个人可以得出准确的分析，唯有集

合大家的观点，才能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

杭州私募青睐互联网

虽然私募圈存在“校友圈”文化，但据业

内人士指出，不同地域的私募圈依然有其独

特之处。比如，北京的私募圈由于其身处首

都，其私募特点在于对宏观形势、行业产业

等信息的解读有独到之处。深圳是一个移

民城市，其文化多元的特点决定了其诸多私

募基金经理都有海外投资的背景和经验，在

投资手法上也比较认真、谨慎。而上海的私

募风格则介于北京和深圳之间，他们善于做

行业调研，这一份精明也让他们的投资十分

理性。

杭州的私募是什么风格？目前似乎还没

有机构做过调查，但杭州在互联网的发展上

走在全国前列，杭州的私募对于互联网项目

的关注也格外多一些。有投资机构老总告诉

记者，一个城市的经济活跃度与其创投的活

跃度有很大关系，而杭州就是这样一座经济

活跃度很高的城市。

杭州有很多老牌的、资深的投资机构，也

有越来越多年轻的、灵活的投资机构，浙大

系、阿里系、杭商系，杭州的私募行业正在各

种圈层文化中、在全国的投资界里焕发出勃

发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