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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价值投资，也关注寒门学子成长
张锐

在位于深圳南山区侨香路智

慧广场的办公室里，我们见到了

深圳市新同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清华大学经管学院 1986

级校友——刘迅。他的声音沉稳

和缓，带给人一种天然的亲切感。

这次拜访以刘迅对校园生活的回

忆开场，他向我们分享了他的清

华情缘，讲述了传递爱心的故事

和在特区挥洒青春的记忆。

“做一名清华人，是一件值

得骄傲的事情”

刘迅与清华结缘很早。早在

1983 年，他考上了清华附中的高

中，因此得以更早地接触到清华

的文化传统熏陶。但刘迅的老家

在上海，他并没有像旁人期待的

那样，考入清华附中便“顺理成

章”地对清华大学心驰神往，反

倒是想要回到家乡考上海的大学。

在老师的建议和同学的相约之下，

刘迅还是顺利考入了清华经管学

院，成为班级里 19 名考入清华的

学子之一。

进入清华后，刘迅明显感受

到了清华学子们“争先恐后”“比

学赶帮超”的学习氛围。学业上，

刘迅早早就建立起了自己对经济

的兴趣，当时清华的经管学院只

深圳市新同方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长。1991 年毕业于清

华大学经管学院。1993 年开

始从事证券投资工作，曾任中

国长城财务公司投资部经理。

1997 年，创办深圳市新同方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06 年，

开始参与助学。2012 年，担

任甘肃兴华青少年助学基金会

理事。拥有近 30 年大中华区

投资经验，2008 年被国金证

券授予最佳中国股票基金经

理，2017 年 被 Asia Hedge 提

名最佳新基金奖，带领团队

2018、2019 年连续两年荣获

海外基金金牛奖。

刘 迅

有一个专业——管理信息系统。

“实际上是偏重于以计算机来进

行企业管理的概念，所以我们学

了很多计算机知识，对数学的要

求也很高。但是经济理论学的相

对比较少，为了补这个短板，我

常常骑自行车去‘隔壁’旁听理

论课，这样支撑起自己的兴趣与

专业。”

当时清华授课的教授，许多

来自国内行业领域的领军人物，

为了带给学生切实的应用型知识，

他们以业界的实际项目、开发计

划作为教材讲授。“上清华教授

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提起

数学系的居余马老教授，刘迅说：

“他的解题过程呈现出一种迷人

的思维模式，深深地吸引了我的

学习兴趣。”

“我最大的一点感受，是清

华对学生体育锻炼的重视，‘争

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

的体育精神激励着一代代清华学

子。”刘迅说，当年他为了使自

己的体育成绩达标，总是骑自行

车往返于学校与家中，为了多做

几个引体向上，他笑称自己几乎

练到了“看见个杆子就想拉一下”

的地步。同时刘迅也表示，五年

的大学生活，自己从同学们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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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也学到了许多东西——感召力、

关爱、责任。刘迅感恩地说，“无

论是学习氛围，还是与优秀的同

学相伴，都让我对清华产生了深

厚的感情，打从心底里觉得，作

为一名清华人，是一件值得骄傲

的事情。”

清华老教授的一次“托付”，

绵延捐资助学的星火爱心

谈及对自己影响深厚的老师，

刘迅则深情提起了赵家和教授的

名字。在学校时，二人接触并不

多，“他在我的眼中就是一位领

导，也没带过我们的课。我在工

作后的一次校友聚会中与他结识，

由此开启了一段爱的传递。”

赵家和教授 1977 年负责筹建

电化教育中心，1979 年被调到科

研处做管理。1985 年，51 岁的他

又再次“转行”，负责清华第一

个非理工科学院，经管学院的筹

建。凭这份机缘和钻研打磨，赵

家和在几年间成为享誉中外的专

家，多次受聘到美国讲学交流。

那几年，赵家和到美国讲学、给

企业做顾问，攒下约一百余万元

人民币。一次聚会中，赵家和了

解到刘迅的投资从业经历，便于

不久后，表示希望将这笔钱交给

刘迅打理，做投资理财。2005 年，

这笔投资增值到 500 万元。刘迅

兴冲冲地把这个消息告诉赵家和

老师，他得知后，喃喃道：“ 嗯，

可以做点事了。”

这时，刘迅才知道赵家和老

师这笔钱不是要去做生意，也不

是打算买房子，而是捐资助学！

2006 年，赵老师的助学项目启

动开来，先后在湖北、江西、甘

肃等地的 70 多所学校，资助寒

门学子 300 余人，累计发放助学

款 200 万元。然而，赵老师却在

2009 年查出肺癌晚期，癌细胞已

经向脊椎和脑部转移。得知这个

消息，刘迅赶紧查了下他的理财

账户，里面有一千多万元，足够

做最好的治疗。但赵家和得知后

却执意选择了 50 元一片的仿制

药，为节约治疗费，只在清华校

医院接受治疗，执意不动这笔助

学款项。

让赵家和焦急的是，要把账

户里的一千多万元“花出去”，

他 盼 着 助 学 基 金 会 尽 早 落 成。

2011 年 4 月 9 日，赵家和签署了

财产委托相关协议。2012 年 2 月

16 日，兴华助学基金会正式成立。

这个由清华大学退休教授赵家和

倡导发起的“甘肃兴华青少年助

学基金会”，致力于资助贫困地

区高中阶段的寒门学子。而刘迅

早在助学项目启动之初，就与赵

老师一起参与到助学活动当中。

2012 年，刘迅开始担任基金

2021 年 11 月，刘迅参加清华创客日及 86-91 校友基

金“清华工匠”大赛启动仪式

2020 年 8 月，刘迅参加清华深圳校友会举办的深圳特区成立 40 周年暨清

华校友迎 110 周年校庆跑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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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理事。2017 年，央视节目《朗

读者》邀请赵家和教授的亲友追

忆“兴华助学”的故事，刘迅也

受邀参与节目，讲述了自己与赵

家和教授的这场“关爱传递”。

在他的努力下，兴华助学于 2019

年与清华大学教育基金达成合作；

2021 年，纪念文集《“炭火教授”

赵家和》出版，刘迅于其中深情

撰文《吾欲仁，斯仁至矣》。

令人高兴的是，目前，基金

会与甘肃、青海、四川、河南等

四省八市州十六个贫困县区的 24

所优秀中学签订了兴华捐资助学

协议书。到 2023 年底，累计资助

了高中生 8561 人。其中，6218 名

已经完成高中阶段的学业，受助

学生中 80% 以上进入高等院校学

习。2017 年夏季开始，有 876 名

大学生获得延伸资助。2343 名高

中学生正在资助。2023 年甘肃兴

华青少年助学基金会被甘肃省民

政厅评为 5A 级社会组织。

刘迅说：“钞票的意义是什

么，聪明的头脑该用在哪，这是

清华老教授赵家和，留给人间的

思考题。”

寄语清华学子：

拿出真才实学，深圳是你挥

洒青春的热土

我们的话题又回到了刘迅的

金融事业上。

1991 年，刘迅从清华大学经

济信息管理专业毕业后进入长城

财务公司工作，90 年代初，我

国新生的证券市场方兴未艾，当

时各财务公司纷纷设立营业部，

因为刘迅曾筹备长城集团旗下

长城电脑的上市工作，在这一浪

潮下年轻富有经验的刘迅自然被

派到深圳，负责深圳营业部的筹

备工作，从此与股市结下不解之

缘。

年轻的心总是怀着创业的梦

想。随着时机的成熟，刘迅和 8

位同学、1 位老师于 1997 年设立

了新同方投资公司。“最早只有

我们 8 个同学，加上大学时我们

的班主任把积攒下来的积蓄大概

几十万元凑到一起，形式相当于

炒股的大户。”大家的出发点也

非常单纯，证券投资是一个靠智

慧寻找机会的行业，通过阅读资

料、公司调研，就能通过投资获

得投资收益，避免介入工商、税

务等繁杂琐事。同时，他们还想

发挥自己理工科的优势，计划从

技术分析入手，建立一套计算机

管理系统进行投资。

最终，刘迅还是从早年做波

段、看图形的技术分析者蜕变为

基本面价值投资者。“我们很早

就有一个特点，比较喜欢去调研。

2000 年左右，上市公司开股东大

会就没什么人，我们去参加股东

大会，经常碰到但斌、林园等人，

就我们这些人，当时都是市场上

最早的一批私募，大家都很熟。”

从当年的炒股大户走向正规

资产管理公司，在新同方的发展

过程中，可以看到我国私募业的

发展轨迹，它历练出的生存法则，

对于当前的投资机构和个人都有

借鉴意义。

“长期与信任的人保持合作，

可以将边际成本降到最低。”回顾

过往 20 多年的投资经历，刘迅认

为，投资的关键是：第一，要精选

标的；第二，投资尽量要靠近事实，

做判断要有逻辑、可验证；第三，

要尽量规避宏观风险。

在深圳，刘迅认为这里开放

的环境似乎更易于让人找到自己

擅长做的事情，“更加活跃的市场，

越来越开放的体系，能够让更多

人把自己的能力与市场的机会相

匹配，为经济注入了活力。所以，

开放将是深圳的价值与成长魅力，

也是我们企业发展所必须具备的

一个标签。”

刘迅表示，开放、包容、焕

发勃勃生机的深圳为清华学子提

供更多实践应用场景。“在深圳，

有国际研究生院、成功的校友和

优秀的老师，这三者的结合将提

升产学研合作的效率，创造出更

多创新发展的机遇。”每年，刘

迅都会回到清华校园与学子们交

流，他也在不同的场合号召清华

学子来到深圳，以真才实学在特

区建功立业，奔赴广阔前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