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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清华人

邹昊 : 福布斯全球“30 Under 30”
榜中的清华校友

○杨　帆（2001 级博，力学）

他，在 2004 年被保送到清华大学电

子工程系，后又作为首届学员加入姚期智

院士创办的计算机科学实验班“姚班”；他，

在大三被推荐留学美国斯坦福大学，用三

年时间拿下四个硕博学位，28 岁时就已

成为了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

掌管数百亿美金基金的全球投资经理及美

洲投资委员会常务委员。

他，就是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 2004

级 校 友 邹 昊。 新 年 伊 始， 邹 昊 被 选 为

2016 年福布斯全球 30 位 30 岁以下（30 

under 30）金融奇才。1 月 28 日，在中国

农历新年到来之前，校友总会通过微信视

频采访到了远在美国加州的邹昊。

清华，老师都很 nice

初进“姚班”的时候，邹昊感到压力

很大，但幸运的是，在这个既团结又温暖

的大家庭中，同学们相互鼓励、互相帮助，

比赛着谁学得更好。用一句曾经风靡清华

的话来说，就是“把鸭梨（压力）变成冻

梨（动力）”。而且，在邹昊的印象中，

姚期智院士非常平易近人，“我以为像姚

院士这样的世界级院士肯定忙得没有时间

亲自教授我们，没想到他经常对我们进行

学习上的指导”。不仅如此，令邹昊受益

匪浅的，还有李衍达院士、陆建华老师等

对他的教导。“清华的老师都很 nice ！他

们的为学为人，都深深地影响着我。”

斯坦福，探索式的学习

大三的时候，邹昊被推荐留学美国斯

坦福大学。尽管只在清华念了两年多的本

科，他的基础依然是非常的扎实——他一

进斯坦福，就作为本科大三和唯一的一名

本科学生修读了导师、宽带网络（DSL）

的发明者约翰·西奥菲教授为高年级博士

生开设的高等数字通信课程，并拿到了班

里的第一名。在斯坦福大学学习期间，邹

昊深刻地体会到了美国的探索式学习，“导

师经常会把他自己还在研究中的课题作为

作业和考题留给我们去思考”。这种探索

式的学习方式，不仅使学生逐渐具备了发

邹昊接受李衍达院士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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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问题的眼光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

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课题走向成熟，甚至

是向产业的转化。

从互联网技术达人
到量化金融高管的华丽转身

邹昊的专业是计算机技术，而他后来

的职业却是金融管理，笔者一直很好奇他

从专业到事业的转变。他自己也坦言，一

开始并没有想过从事金融行业，但是到美

国留学之后，由于斯坦福的导师发明了宽

带网络，所以申请了很多专利，需要和互

联网运营商洽谈合作事宜，而一系列的商

洽一直都是导师派他去做的。因此，邹昊

希望自己能在美国学习的几年时间中进入

法学院学一学谈判的技巧。导师得知他的

想法后，认为学习金融管理更为重要，所

以推荐他去了商学院，这也为他后来的职

业转变奠定了基础——他在找实习单位的

时候，发现像摩根斯坦利、美林银行等投

行以及 PIMCO 等顶级资产管理公司都很

愿意聘用他，并且给予他和那些在华尔街

已经工作多年的员工同等的待遇。

在暑期实习中，他选择加入了管理着

1.5 万亿美金资产的全球投资巨头——美国

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由于实习期间出色

的表现，他在实习后被直接聘为太平洋投

资管理公司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基金经理，

且一入公司就被选入全公司最核心的国债

与利率衍生品投资组，在被誉为“债券之王”

的投资大师比尔·格罗斯身边工作，并在

一年后升为副总裁，三年后升为全球投资

经理并直接汇报给首席投资官。在公司的

第四年，由于多次在大型量化投资决策中

的重大贡献，他被选入公司顶级的投资决

策层之一的美洲投资委员会，成为了 12 名

常务委员中最年轻的也是唯一的中国籍成

员。那一年，他 28 岁，而在投委会中第二

年轻的常务委员已是 37 岁。

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金融企业

2016 年初，有着过硬的互联网技术

以及丰富的金融管理经验的邹昊毅然从太

平洋投资管理公司辞职，准备在华尔街、

硅谷创办一个全球领先的金融投资管理和

金融科技公司，并希望能在北京、上海等

地也设立公司或办公室，做出一个中国人

导师西奥菲教授为邹昊进行博士授衔

邹昊 (左 1) 与斯坦福 MBA 同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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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的世界一流的金融科技和全球资产管

理公司，同时把适合中国国情的先进的金

融技术和管理模式带回国来，帮助国家培

养更多的熟悉海外投资方式和技术的金融

投资和金融科技人才，提高中国金融业的

国际竞争力！

邹昊认为，中国目前的金融市场形势

与几十年前美国及欧洲发达国家的金融市

场很相似。例如，目前国内多是散户在做

股票等金融产品，而国外则多是大型金融

商户。因此，他希望通过自己学习西方金

融市场的历史及经验教训，为中国的金融

市场提出好的建议和新的思路。另

外，他也谈到，国内的股民听消息炒

股票的现象比较普遍，这直接导致

了对证券真正价值的错估，因此，他

也希望自己创办的金融投资管理和

金融科技公司能够为国内金融市场

提供实用的定价模型以及分析经验，

而在北京、上海设立公司或办公机构

能够为国内培养更多的金融人才。另

外，具备着互联网技术和金融管理经

验“两杆枪”的他发现，由于国际贸

易的日趋繁盛，走向国际市场的中国

企业越来越多，同时中国对海外市场的需

求也与日俱增，企业的核心信息安全性以

及保密性问题则越发凸显。因此，他希望

自己创建的公司能够为此提供长期有效的

解决方案，使得中国企业的资产管理以及

后续发展日趋向好。

清华校友：从受助到奉献

邹昊初到美国的时候，加州校友会的

学长们为他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使他觉

得清华的校友会就像一个大家庭，凝聚着

每一个从母校来到这里的人。因此，这个

心怀感恩的年轻人在他毕业后及工作后同

样奉献着自己的力量——他积极参加加州

校友会的活动，还先后担任了财务长、副

会长和秘书长，并且组织了校友导师计划

活动，从奉献中体验着人生的价值。

作为校友，邹昊对于清华的学弟学妹

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要保持好的身体素

质，坚持体育锻炼。第二要坚持清华的优

良传统，做事要认真仔细，学习要有钻研

精神，多做社会工作，奉献自己的力量。

邹昊（前排左 2）与李开复老师（前排中）、创
新工厂朋友聚会

在斯坦福商学院邹昊和前国务卿莱斯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