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与金融科技的故事】华夏基金王书婷—
筑梦华夏，逐梦金科（我与华夏金科的际遇）

【编者按】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引导基金

行业机构践行《证券期货业科技发展“十四五”规划》，共

促基金行业数字化转型，按照中国证监会总体工作部署，于

2022 年 11 月开展“证券期货业数字化转型主题宣传月”活

动。通过开展“证券期货业数字化转型主题宣传月”活动，

搭建交流平台，展现数字化转型成果案例，激发金融科技创

新活力，营造金融科技长效发展新生态。该篇为“证券期货

业数字化转型主题宣传月”《我与金融科技的故事》征文之

八。

筑梦华夏，逐梦金科（我与华夏金科的际遇）

—华夏基金王书婷

我与华夏金科的故事要从 2014 年说起。

彼时我刚进入大学去学习统计学，在课堂上，我们学数学、统计

基础、建模和计量，也学金融、会计、保险精算，这是一种很奇妙的

体验，我在一门课上学到了均值、方差、回归、时间序列，又很快在

另一门课上用到这些来验证现代投资组合理论（MPT）、学习布莱克斯

科尔斯模型、理解资产的分散配置和风险再平衡。也正因如此，大学

四年，我越来越觉得，统计学作为一门科学和一种工具，需要与具体

的行业结合才会产生意义。

直到金融科技的兴起，一些莫名的惊奇和喜悦在我心中蔓延，于



是我来到北大，希望在金融中找到落地的场景。在北大，金融学和金

融科技开始以全新面目呈现在我面前，我见到各种各样学识渊博的教

授，他们告诉我，金融科技会是一个方向，金融科技会对金融行业带

来巨大变革。

我开始思索什么是金融，什么是金融科技。在莎士比亚的《威尼

斯商人》中，安东尼奥在故事一开始就说：“感谢我的命运，我的买

卖成败并不完全寄托在一艘船上，更不是依赖着一处地方，我的全部

财产也不会因为这一年的盈亏受到影响，所以我的货物并不会使我忧

愁。”这个说的，其实就是资产配置，金融就是通过资金流动优化社

会资源配置，而金融科技就是帮你找到要把买卖放到哪些船上——这

些便是我在北大对于金融和金融科技的认知。

后来，我也尝试过投行、行研、算法的实习工作，在比较之后，

我觉得，金融科技会是我喜欢的行业。这份稚气十足的自信，似乎预

示了一段奇妙的尘缘，后来我来到了华夏基金，加入到金融科技部的

大家庭，没想到这么快就有机会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且，在白驹

过隙的一瞬间，这已经是我来到华夏的第二个秋天了。

自从拿到 2265 号工牌开始，金融科技就不再是一个在课堂、资讯

和卷帙浩繁的论文里的一个被反复提及的概念，不再是一份隐隐约约

的憧憬。它从高处走了下来，变成了一幅散乱的拼图，也变成了需要

我用全部的有限时间和精力来追逐的工作和生活。我开始日复一日地

去开拓、摸索、建筑和拼凑，希望能一点点拼出一幅图画。假如一生

可以被分成许多阶段，那么与华夏金融科技的际遇，便是又一个新的

开始。

这确实是开始——开始真正进入基金行业，开始对从未涉足过的

世界进行探寻，也开始艰难尝试对基金业的金融科技做出一点点微小

改变。基金行业的金融科技从风控开始，在金融人和科技人年复一年

的努力下逐渐向投研和内部管理渗透。来到华夏之后，我有幸既看到

了一个成熟的风控系统是如何艰难改善、打磨、向上发展，也参与到

从无到有建设一个权益投研系统这条充满挑战的旅途。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验。

在风控系统项目上，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将明确的业务逻辑系统

化，以期能提高准确性，减少人工操作”。我们有众多异常积极、活

跃的用户，他们每天都有各种各样想法和建设性的意见，他们把风控

系统当做日常工作台，所以我们拥有源源不断的用户需求。然而，资

源是有限的，我们需要从很多很多的需求中抽丝剥茧，艰难的判定优

先级，并定义和规划某个阶段系统的建设目标。

而风控系统又很特别。过去十年，公募基金策马扬鞭、飞速发展，

管理规模已经突破 27 万亿元，不仅成为资本市场日益重要参与者，

更是普通居民财富管理的重要依托。量变必然引发质变，中国基金业

开始真正关乎国计和民生，我们深知风控作为基金的最后一道关卡，

要时刻保持谨慎，保障系统稳定运行。金融是一门古老的生意，针对

金融风控，我们希望用互联网和计算机带来效率的提升。风控系统确

实在不断前行，当系统确实能减轻风控同事的负担的时候，我们会感

到特别开心和欣慰。

在投研系统项目上，“筚路蓝缕”是我最深刻的感受。投资既是

科学也是艺术——虽然资本定价模型（CAPM）和有效市场假说（EMH）

等理论试图以一种不带感情、完全理性的方式从逻辑上解释资本市场

的行为，但沃伦·巴菲特这样的投资者能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跑

赢大盘——这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 EMH。所以要成为一名成功的股票

投资者，既要了解数字运算背后的科学，也要懂的选股背后的艺术。

我们希望金融科技能成为投资科学的引擎，把投资艺术交给基金经

理。

出于这样的理念，我们开始尝试同基金经理和研究员建立连接，

共同将投资的“科学”放到系统上。我们希望将市场上的海量数据、

资讯按照经理和研究员的研究需要抽取出来，用统计学、数学降低信

息噪音，化繁为简，帮助他们决策。而科技部门与投研部门的合作也

就在很多次热火朝天的会议中一路磕磕绊绊地走了过来，我们在激烈

对峙中说服与被说服，从一开始的针锋相对到后来的互相理解，我们



在不断磨合中互相信任、紧密合作，而很多一开始觉得特别艰难甚至

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也竟然真的一起做了出来。建立一个系统，逐步

用科技对基金业内习惯做出一些改变——我们一直在朝着这个目标

努力。

没错，科技团队一直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不止投研项目，也不

止风控项目。这是一群纯粹的人。我喜欢产品同事对产品体验和设计

细节的极致追求，喜欢开发同事对代码和写代码的执着坚持。我喜欢

每一个领导，他们既是师长，也是朋友，他们给我们机会，也给我们

鞭策。我喜欢同事之间那种平易而自然的关系——我们前一秒会因为

某个实现方式吵得不可开交，后一秒也会因为某一行代码而惺惺相

惜，我们虽然在争吵，但我们能够理解彼此争吵的立场，也能欣赏彼

此坚持的理由。团队是我们的一部分，也是一部分的我们。

而无论是风控项目还是投研项目，最理想的团队配置都是一支敬

畏金融的科技团队和一支了解科技能力的金融团队。业务部门与科技

部门的合作是一种微妙和惊喜的碰撞。科技人做事的纯粹、对技术的

寸步不让，风控人特有的谨慎和一丝不苟，投研人的大道至简、令人

惊讶的纯粹、言谈的犀利与机智、精神状态的生机勃勃，这些都让我

感受到，金融科技在华夏自由地生长着。

现在，我试着再以浅显的认知来回答这个话题：金融科技是什么？

是用平台帮助资金融通，是系统对风险的管理，是算法对资源的有效

配置，也是浩浩荡荡的惠普金融洪流中的一朵浪花。我相信，金融科

技作为一个交叉领域，立足点是综合金融、软件与硬件而构成的一个

立方体，即使这个立方体的每一条边都比别人短，但一个立方体的体

积总是比一条很长的线段要大得多。

金融科技诞生于 2011 年。十年是一个整数的年轮，既是一个辉煌

总结，又是一个腾飞起点。我常想，华夏的金融科技就是一条生命饱

满的河流，它从十年前的源头出发，向那充满希望的未来流淌。尽管

两岸风景变换，河上却始终有着带来革新的船只，也会有一代又一代

的辛勤的金融人与科技人去摆渡。而我也希望与各位华夏金融人与科



技人一起去度过一段浸透汗水、泪水与欢笑而格外充实的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