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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财富管理》

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了来自CFA协会的研究文集，以及金融分析杂志和CFA协会的季度会议报告的优秀文章，介
绍了大量理财领域的知识。这些知识都来自于财富管理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思想领袖——从诺贝尔奖
得主和学院中的研究者到理财领域的实践工作者。本书分为了四个部分，每一部分解决一个私人财富
管理领域中的热点问题，是面对私人财富管理领域中的各项挑战的行动指南。
《私人财富管理(实践篇)》中收录的都是由CFA协会和CFA研究基金会发表的高质量的论文。而为了
方便读者，这23篇论文被分成四部分，每一部分解决一个私人财富管理领域的热点问题：生命周期投
资、为应税的私人客户进行投资管理、用税收优惠账户进行投资和税后投资绩效的衡量。每一部分要
解决的问题，都和理财经理所服务的客户一样具有独特性。此外，《私人财富管理(实践篇)》中的每
一部分都会着重介绍管理客户独特需求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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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税后业绩衡量
第21章税后业绩水平的评估／412
21.1为什么要关注税后收益412
21.2影响税收效率的因素413
21.2.1共同基金案例413
21.2.2嵌有取现的投资组合414
21.3衡量税后业绩水平415
21.3.1美国投资管理与研究协会的业绩演示标准的算法415
21.3.2个人联邦税率415
21.3.3边际所得税率416
21.3.4资本利得税417
21.3.5未实现的资本利得417
21.3.6遗产税问题419
21.4结论421
21.5问答422
第22章应税基准的确定：充满复杂性／424
22.1标准基准规则424
22.2AIMR税后标准425
22.2.1以已变现为基础的优势425
22.2.2以已变现为基础的缺点425
22.2.3AIMR—PPS标准426
22.3资本利得变现时应课税率的重要性426
22.4对标准税前基准进行转化428
22.4.1第1个层面的近似428
22.4.2第2个层面的近似430
22.4.3第3个层面的近似431
22.4.4特殊问题431
22.5影子投资组合432
22.6结论433
22.7问答434
注释436
第23章税后基金业绩解析／437
23.1数据438
23.1.1税后业绩的计量438
23.1.2基金特征438
23.2方法441
23.3结果442
23.3.1全样本443
23.3.2投资风格结果446
23.4结论和意义447
致谢448
附录23A税收调整收益的公式构造448
注释449
参考文献450
CFA项目介绍／451
译者后记／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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