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量化对冲英雄传（一）：西蒙斯，破译金融世界

的密码 

“既然我们会做模型，那就不妨跟着模型走。所以，在 1988 年的时候，我决定百分之

百地依靠模型交易。而且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都这么做。” 

2010年时，已经功成名就的詹姆斯·西蒙斯（James Harris Simons）在麻省理工学院

做了一次演讲，其间回溯了当年从“基本面投资”转向完全“依靠数据模型进行交易”的原

因：不愿再被阴晴不定的市场形势所折磨——“大概 10年后我发现，如果你做 fundamental 

trading（基本面交易），那么某一天醒来时，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是个天才；然而第二天，所

有的头寸都朝着不利于你的方向走，你觉得自己像个傻瓜。” 

西蒙斯肯定不是傻瓜，这位自小便数学天分过人的美国人，年轻时潇洒徜徉名校、学界，

将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数学系打造为全美数学圣地，与中国人所熟知的数学大家陈省身共

同创立了“陈-西蒙斯理论”，并于 1976 年摘得几何学界最高荣誉——维布伦奖，那一年他

还只有 38岁——人生就已到达璀灿高峰。 

但西蒙斯将开始下一段辉煌的航程，他将创立世界上最成功的对冲基金——大奖章基金，

并将率领一批科技天才寻求量化投资的命门。他们的业绩光芒耀眼，其特立独行之姿态又成

为华尔街至今不灭的传奇。 



长岛小镇上的科学隐士们 

西蒙斯的文艺复兴科技公司总部位于纽约长岛的一个港口小镇上，这里曾是美国独立战

争时期谍报中心。公司那座木头与玻璃结构的一层建筑，看上去像是大学里的一座研究所，

而不是冷傲的金融机构。在这家对冲基金公司的心脏地带，有一间 100来个座位的礼堂，每

隔半个月，这里就有一场科学演讲，内容涉及到有趣而实用的统计学，聆听演讲的成员大多

是西蒙斯搜罗而来的顶尖科研人才，研究领域广泛分布于数学、物理学、统计学、社会学等

多个领域，在这里，公司鼓励自由开放的交流和工作进程中的深度融合，但是在面对外界时，

他们讳莫如深，对公司投资细节守口如瓶。 

西蒙斯不喜欢来自于华尔街的金融界人士或商学院的毕业生，在他那儿，是否具有良好

的数理逻辑，乃是进入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叩门砖”。这一点，人尽皆知。 

没错，这是一群“宽客”，一群利用复杂的数学模型和计算机软件，在金融市场中寻觅

投资机遇、搏取交易价差的科学家。20世纪 70年代以来，随着电脑技术的发达兴起，以及

各类证券、期权类产品的丰富和交易量大增，量化投资浪潮蓬勃翻涌，“宽客”们应运而生。 

西蒙斯不是华尔街第一个宽客，大奖章基金也不是首只量化基金，但年复一年的利润增

长、不败神话，已使大奖章基金当之无愧地成为业界神话。 

作为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旗舰产品，大奖章基金 1988 年创立，1989年，该基金进行了



一次策略修整，坚定地降低持仓时间，转向高频交易。自此之后，其业绩奇迹就不断上演：

1990 年净回报率 55.9%，翌年 39.4%，之后两年分别是 34%和 39.1%；1994 年美国债券市场

回报为负 6.7%，但大奖章基金却净赚了 71%。此后依然。 

即使遇上 2000年美国科技股股灾，以及 2008 年海啸般的全球金融危机，大奖章基金都

平稳度过了惊涛骇浪，不仅战胜了股指，更分别斩获了 98.5%和 80%的巨额回报。 

这架赚钱机器究竟何时能停下来？！人们惊呼，百思不得其解。 

“掌门人西蒙斯就是比其他人更杰出，团队比别的公司更聪明。”有人干脆简单下了断

语。 

从 1988 年到 2008 年的 20 年间，大奖章基金的年平均回报在 35%左右，而考虑到该基

金每年 5%的管理费和 40%的提成的话，其收益率更要远远超出这一水平，足以藐视金融大鳄

巴菲特和索罗斯。 

当然，基金的体量不可同日而语：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公司市值已超 3000 亿美元，而在

1993 年，西蒙斯切断大奖章基金的对外窗口，只向内部员工开放时，大奖章的资产管理规

模尚只有 2.8 亿美元。在历年的高额收益之后，目前，大奖章基金的规模在 50亿美元左右，

但自 2002-2005年期间，它已为投资者支付了 60多亿美元的回报。 

 



对抗“随机漫步”的价格市场 

大奖章基金可投资于全球范围，在商品期货、国债、汇率期货、股市等多个领域广泛涉

足，西蒙斯带领着一支约 150名雇员的团队日复一日琢磨研究这些交易。 

与巴菲特那种深入分析产业形势和公司财务状况，通过长期投资而获利的方法相比，西

蒙斯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他们不仅依赖估值模型、统计数据来择时、选择投资标的，而

且在交易上也只作非常短期的持有。 

“要像壁虎一样，平时趴在墙上一动不动，蚊子一旦出现就迅速将其吃掉，然后恢复平

静，等待下一个机会”——对自己的交易策略，西蒙斯曾有过简短形象的描述。在专业人士

看来，这种方法“在投资时进行短线方向性预测，通过大量的交易和杠杆，利用波动差来获

利”，本质上属于市场中性策略，不太受市场牛、熊风格的影响或制约。同时，与 90年代叱

咤风云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相比，大奖章基金的投资目标并不是进行对冲，而是通

过量化策略交易获利。 

60、70 年代，有效市场假说也开始兴起，按照这一理论，证券的当前价格已反映了其

背后的全部信息，其价格的变化是“随机漫步”，预测未来的价格是徒劳无益的。 

如此说来，西蒙斯妄图在漫天飞舞的金融信息世界中进行预测、寻找规律，无异于以卵

击石，白费力气。但西蒙斯看起来并不相信这一点。 



这位数学天才，早年在麻省理工、哈佛辗转任教时，曾有一段在美国国防部下属的非营

利研究机构——美国防御分析研究所任职的经历，当他入职时，该研究所在普林斯顿建立了

一个密码破译分部。 

现在尚不清楚那一段经历对西蒙斯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或许在骨子里，西蒙斯就有着一

份不甘于宁静学术生涯的叛逆天性，而且随后他还因反战言论而不幸被研究所开除。也有可

能，在研究所那种致力于情报分析、密码破译的浓厚氛围中，西蒙斯已不自觉地被激发起了

在事件的随机序列中寻找某种规律的兴趣。 

据说西蒙斯亲自设计了公司投资上运用的最初数学模型，此后，他又把防御分析研究所

的密码分析员伦尼·鲍姆请出山，后来还延揽了伯克利博奕论专家埃尔温·伯莱坎普，正是

后者，与西蒙斯共同决定将大奖章基金引向高频交易。 

西蒙斯的用人有些独辟蹊径，继物理学家、统计学家之后，多方面新生力量还在源源不

断地被他吸纳进入文艺复兴科技公司：计算机科学家、天文学家、社会学家乃至语音识别人

才，例如，他曾从贝尔实验室挖来了语音学科方面著名的科学家彼得·韦恩伯格。 

“交易员和语音识别工作人员的相似之处就在于，他们总是在猜测下一刻会发生什么。”

西蒙斯这样说。 

他们的工作对外界透露得少之又少，人们仅通过有限的信息知道，在这批高智商人才的



共同努力下，大奖章基金的量化策略模型一直在不懈地进行调整，其频率远超同行。90 年

代后期，西蒙斯又通过收购，将原摩根士丹利的统计套利工具整合进了自己的“军火库”，

自此，大奖章基金演变成真正的多策略基金。 

 

 

冷暖自知的投资旅程 

2010 年初，西蒙斯正式退休，在对冲基金奋斗多年之后，他的身家已令人咋舌。据福

布斯杂志的统计，截至 2012年 9月，西蒙斯的身价高达 110亿美元，在福布斯全球富豪榜

上位居第 82 位。 

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其他宽客们，也同样享受着大奖章基金所带来的常人难以企及的财

富。除了十分优厚的薪酬，他们平日还可以享受所在小岛和杰斐逊湾周边的专享休闲区。西

蒙斯尚在任时，也喜欢驾驶着自己的豪华游艇，带着员工前往专属度假区放松。 

在世界上，知识、智商与财富的距离或许从未如此之接近。不过，美丽的神话、巨大的

财富背后，同样意味着超强的工作压力：2006年 3月，公司的一位员工，37 岁的麻省理工

毕业生，因不堪工作压力，枪杀了与自己感情破裂的妻子后饮弹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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