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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私募股权市场竞争态势及发展策略分析报告》涵盖行
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以大
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
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
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
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官网地址：http://baogao.chinabaogao.com/jinrongyinhang/2852782852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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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私募股权投资是一种重要的资本管理方式，是指私募公司通过非公开的方式，在作出
一定承诺的基础上，向少数组织或机构或企业或个人募集资金,然后主要以权益性的形式对
非上市企业进行投资,最终通过上市、并购或管理层收购等方式退出。在这个上市与退出的
过程中获得收益。广义上，私募股权投资包含了企业初创时期的发展资本、企业扩展时期的
夹层资本、企业成熟时期的重振资本等内容。而狭义的私募股权投资则主要是指对成熟企业
的私募股权投资部分。当前中国产业资本正向金融资本进行转型，本文结合国内学者的研究
成果，认为从筹、投、管、退等四个方面进行现状的说明更为合理，并对未来的发展趋势进
行分析。

私募股权投资行业在中国市场从开端至今已经走过了20余年的发展历程，自上世纪90
年代，国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开始进入中国市场，我国私募股权投资行业经历了起起伏伏，
也创造了一波波的热潮。根据清科集团旗下私募通统计，2005年中国活跃的股权投资机构
仅约500家左右，而截至2014年底，中国股权投资市场活跃的投资机构已经超过8,000家，
管理资本量超过4万亿人民币，市场规模在这10年间实现了质的飞跃。2004年中小板启幕，
2009年创业板推出，2014年新三板全面扩容，近十年的时间，中国私募股权投资行业受益
资本市场放开，正逐渐走向成熟。目前，随着国内资本市场的日益成熟、行业监管政策落定
和逐渐完善，中国市场已逐步迈入“股权投资时代”。
         2014年股权投资市场发展创新高，总体募资超5,000亿元，投资近4,500亿元

2014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投资者对未来经济形势平稳发展充满期待，私募股权投
资行业募资规模实现大幅增长。其次，A股IPO重新开闸，多层次资本市场退出渠道基本稳
定，退出方式多元化更加激发了投资者热情，同时也增强了LP的投资意向。此外，国务院
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改革，鼓励创新创业；新国九条发布；众筹火爆中国，正式进入规范化监
管；互联网领域大热，企业赴美上市潮起等因素无一不增强投资者信心，因此2014年中国
股权投资市场基金募集在数量及规模上均出现明显的增长。

2014年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募资情况出现好转，特别在规模方面表现尤为突出。据清科
集团旗下私募通统计，2014年VC/PE机构共新募集745支可投资于中国大陆的基金，同比上
升35.9%，较十年前市场规模增长近10倍；已知募资规模的715支基金新增可投资于中国大
陆的资本量为832.19亿美元，较2013年的414.25亿美元大幅增长100.9%。全年已披露金额
的基金平均募集规模为1.16亿美元，同比增长49.5%。募资市场的火爆主要受益于新“国九条
”明确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鼓励大力发展私募行业，使得大量政府背景的产业资本涌入私
募股权投资行业；与此同时，2014年正式确立的开放宽松的行政监管格局，极大地刺激了
以境内外上市公司为主的资本的涌入；而2014年境内外合作的频繁开展也相继成立了数支
规模较大的政府间合作基金。2006-2014年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募资情况分析资料来源：国家
统计局，中国报告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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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共计完成3,626起投资案例，较2013年同期增长100.6%
；投资交易共计涉及金额711.66亿美元，较2013年同期的310.84亿美元激增129.0%，双项
数据均创历史新高。新一轮国企混改、境内外并购市场的火爆、上市公司资本运作的活跃及
生物医疗、移动互联网等新兴投资领域热潮的到来等成为推动2014年投资市场火爆的主要
原因。

整体来看，在创新创业的大背景下，中国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已经进入投资“狂热期”，
且投资阶段愈发前移。从2006年至2014年，中国股权投资市场整体攀升，投资案例数与投
资金额年复合增长率分别为28.1%和21.7%。2006-2014年中国股权投资市场投资情况分析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报告网整理
私募股权投资聚焦TMT、医疗健康、清洁技术等新兴领域，互联网+概念受捧

2014年股权投资市场所发生的3,626起投资分布于24个一级行业中。从投资案例数方
面看，互联网行业以959起交易位列第一；电信及增值业务期间共发生617起交易，排名第
二；第三名为IT行业，全年共发生投资298起。从投资金额方面看，房地产以96.56亿美元的
成绩稳居首位；紧随其后的是能源及矿产行业，2014年共涉及投资金额79.16亿美元；其次
是互联网行业，共产生79.02亿美元的投资金额。总体来看，新兴产业的投资活跃度较高，
而传统产业的平均投资额较大。
2014年中国股权投资市场一级行业投资分布（按案例数，起）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报告网整理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报告网整理
         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已形成“3+2”区域格局，北上深居于绝对优势

2014年股权投资市场所发生的3,626起投资案例分布在全国33个省市地区，从投资案
例数上看，北京、上海、深圳三地分别占据前三甲位置，投资案例数分别达到1,1187、536
和273起。投资金额方面，北京高居榜首，投资总额285.35亿美元；其次是上海地区，全年
投资金额80.49亿美元；排名第三的是深圳，投资金额30.63亿美元。2014年中国股权投资
主要集中于上述地区，区域格局上已经形成“3+2”模式。2014年中国股权投资市场投资地域
分布（按投资金额，亿美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报告网整理
2014年中国股权投资市场投资地域分布（按案例数，起）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报告网整理
         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多元化退出渠道已形成，新三板受关注

2014年，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共发生退出案例830笔，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较2013年大
涨81.2%。从退出方式上来看，2014年共发生337笔IPO退出，占比38.74%，为近3年新高
。2014年境内IPO开闸，打破了2013年A股市场的沉寂，给投资者带来了一丝暖意；IPO退
出依然是VC/PE的主要退出渠道，IPO开闸刺激了VC/PE机构的投资热情。另外，无论是个
人财富的积累还是机构资本的积累都加速资本的流动，促进投资方式向多元化和多样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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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鼓励创业、新兴行业兴起、传统行业转型与互联网行业接轨是最明显的特征。2014
年股权投资市场的退出交易较2013年近乎翻番，为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进一步走向成熟
起到了促进作用。2006-2014年中国股权投资市场退出情况比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报告网整理

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发展历程起起落落，2014年后行业复苏并步入健康有序发展阶段
根据过往二十余年中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活跃机构数量变迁，中国股权投资市场

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992年至2000年——风险投资机构开始进入中国，股权
投资市场处于萌芽阶段

1992年至2000年是中国股权市场发展的萌芽阶段，市场中仅有少数几家机构表现活跃
，外资机构中有IDG资本等开始探路中国市场，“科教兴国”战略及创业板筹划工作启动的消
息也推动了部分早期本土投资机构的建设。然而，由于当时投资者对股权投资认识有限，参
与投资的动力和热情不足，政策环境不健全，企业股权结构不合理，市场发展受到制约。在
此期间，活跃于中国境内的创业投资暨私募股权投资机构由10家增长至100家。2001年至20
05年——政策环境逐步完善，股权市场开始进入蓬勃发展阶段

200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布《有限合伙管理办法》，《关于设立外商投资创业企业
的暂行规定》颁布实施，国内股权投资相关政策建设起步；2002年《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
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吸引及利用外资政策步上新台阶；2004年，深圳中小
企业板正式启动，进一步为股权投资机构境内退出打通了渠道；2005年，《国家外汇管理
局关于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下简称
“75号文”），重新开启外资创投投资境外注册中国企业以及海外红筹上市的大门，股权投资
政策环境逐步完善。

在此环境下，中国股权市场开始进入蓬勃发展阶段。截止至2005年末，活跃于中国境
内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增至500家，其中主要领导者仍以外资机构为主，包括红杉资本、ID
G资本、现赛富亚洲的前身软银亚洲以及凯鹏华盈中国基金等；与此同时，随着政策环境的
完善，包括深创投、深圳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及联想投资等机构在内的一批本土机构开
始崭露头角。然而，从上述本土机构特点分析，这一阶段的机构资金来源仍以国家及地方政
府财政或国有企业为主，民间资本参与股权投资积极性不足。

此外，该阶段初期受互联网泡沫破裂影响，股权投资机构回报表现欠佳，部分刚刚起
步的机构就此没落；到阶段后期，优秀项目估值仍旧偏低，为机构创造了投资良机，经历互
联网泡沫洗牌后坚持下来的投资机构在日后成为中国市场中的中坚力量。
         2006年至2010年——市场进入快速上升通道，逐渐步入成熟、健康发展阶段

进入这一阶段，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政策环境开始进一步完善，例如2006年开始实
施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和2008年下发的《关于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范设立与
运作指导意见》，形成了对股权投资行业的初步管理规范；2007年，修订后的《合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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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开始实施，为有限合伙制基金的设立提供了法律依据；同年，券商直投试点启动，部分
获得试点资格的证券公司开始以自有资金开展股权投资业务；2008年全国社保基金获准投
资未上市企业股权；再至2009年创业板开闸、IPO重启，均为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发展带来了
利好消息。

但同样于这段期间，2006年颁布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下简称“
10号文”），对境内企业以红筹方式在海外上市设下了限制，外资机构境外退出受阻，加之2
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境外资本市场表现低迷，外资机构募资、投资及退出活动均受重
创，而本土机构则在国民经济稳步增长的宏观经济环境下乘势而起。本土机构投资者群体随
着政策的放开进一步扩容，且在高投资回报的吸引下，民间资本参与股权投资热情高涨，中
国创业投资暨私募股权市场开始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截止至2010年底，中国市场中的投资
机构激增至了2500多家。
         2011年至2013年——机构投资节奏放缓，市场进入盘整阶段

2011年2月，发改委颁布《关于进一步规范试点地区股权投资企业发展和备案管理工
作的通知》，重启停滞一年的备案制度，变自愿备案为强制备案，并欲从合格投资人、募集
形式、信息披露等方面全面规范私募股权投资市场。与此同时，基金法的修法工作正在进行
之中，有市场人士表示此次修法将把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列入监管范围。此外，除国家层面颁
布规范政策、强化股权投资监管外，地区及地方政府关于促进及规范股权投资发展的各项工
作也在稳步开展，不难看出相关部门对于股权投资市场的管理将日渐趋严。

随着各路资本的融入，中国股权投资市场持续高速发展，但弄潮其中的各投资机构均
面临着来自外部与内部的双重考验。从外部环境来看，外部监管不完善、中概股诚信危机一
度引发的中概股冰封、2012年末开始的长达一年的境内新股发行暂停。从内部来看，新设
立基金的管理机构中不乏成立不久的新机构，其中亦有机构急于在市场发展热潮中分一杯羹
，并未建立规范化管理机制，没有形成完善的业务流程，风险控制不足等问题，导致投资人
风险加剧。因此，在这一阶段中，活跃于中国股权投资机构数量有所减少，一级市场投资逐
步降温，投资节奏相对放缓，市场进入盘整期。
         2014年后——行业复苏并步入健康有序发展阶段

进入2014年，随着境内新股发行重启，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募资、投资、退出环节开始
逐步复苏并呈现快速发展态势，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进一步成熟。截至2014年，中国股
权投资市场活跃的VC/PE机构超过8,000家，管理资本量超过4万亿人民币，市场规模较20
年前实现了质的飞跃。

股权投资行业监管体系逐步完善，市场步入健康、有序发展阶段。2014年8月21日，
中国证监会发布了《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一方面，确
立《办法》符合私募基金行业运作特点的适度监管制度，促进各类私募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私募基金）健康规范发展，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为建立健全促进各类私募基金
特别是创业投资基金发展的政策体系奠定法律基础。股权投资行业监管体系逐步完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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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确立，加之经过优胜劣汰后市场集中度上升，市场步入健康、有序发展阶段。
中国报告网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私募股权市场竞争态势及发展策略分析报告》

内容严谨、数据翔实，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动向、市场
前景、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
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
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它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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