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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产业投资基金是一大类概念，国外通常称为风险投资基金（Venture Capital）和私募股权

投资基金，一般是指向具有高增长潜力的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或准股权投资，并参与被投资

企业的经营管理，以期所投资企业发育成熟后通过股权转让实现资本增值。根据目标企业所

处阶段不同，可以将产业基金分为种子期或早期基金、成长期基金、重组基金等。产业基金

涉及到多个当事人，具体包括：基金股东、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以及会计师、律师等中

介服务机构，其中基金管理人是负责基金的具体投资操作和日常管理的机构。  

      产业投资基金虽然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行业（全球规模超过万亿美元），但是在法律上

还没有明确的定义。根据美国联邦银行业监管条例，产业投资基金的定义为：业务方向限于

投资于金融/非金融公司的股权，资产或者其他所有者权益，并且将在未来将之出售或以其他

方式处置；不直接经营任何商业/工业业务；任何一家金融控股公司，董事，经理，雇员或者

其它股东所持有的股份都不超过25%；最长持续期限不超过15年；

      并非出于规避金融控股监管条例或者其它商人银行投资条例目的而设立。

      产业投资基金行业起源于创业投资（亦称&ldquo;风险投资&rdquo;），在发展早期主要以

中小企业的创业和扩张融资为主，因此创业投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私募股权投资的

同义词。也因为如此，产业投资基金行业协会通常的名称都冠以&ldquo;创业投资协会&rdquo;

（VCA）。从1980年代开始，大型并购基金（如KKR）的风行使得产业投资基金有了新的含

义。由于历史原因，各国对于私募股权/创业投资的定义也稍有差别。美国（NVCA）一般认

为创业投资基金投资范围限于中小公司的初创期和扩张期融资，产业投资基金则涵盖所有为

企业提供长期股权资本的私募基金（包括创业投资基金）。欧洲（EVCA）、香港（HKVCA

）和台湾（TVCA）则将创业投资基金和产业投资基金全等同，都是提供长期股权资本的集

合投资形式。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产业投资基金市场深度研究与投资风险报告》

共十章。首先介绍了产业投资基金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产业投资基金规模

及消费需求，然后对中国产业投资基金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产业

投资基金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产业投资基金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

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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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西南地区

8.6.1　重庆产业引导股权投资基金发展迅速

8.6.2　四川拟设立信息安全与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

8.6.3　云南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迅速发展

8.7　西北地区

8.7.1　宁夏启动中阿产业投资基金

8.7.2　陕西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正式运营

8.7.3　青海首个科技产业投资基金启动

8.7.4　甘肃设立省级旅游产业投资基金

8.7.5　新疆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第九章　产业投资基金中的政府定位与行为分析

9.1　政府与产业投资基金研究

9.1.1　政府鼓励产业投资基金发展的必要性

9.1.2　政府介入产业投资基金的经济理论基础

9.1.3　各国政府与产业投资基金关系的经验借鉴

9.2　不同类型产业投资基金中的政府职权剖析

9.2.1　具有明显地域性质的产业投资基金

9.2.2　具有明显行业性质的产业投资基金

9.2.3　没有任何限制的产业投资基金

9.3　政府在产业投资基金中的职能定位

9.3.1　参与角色分配

9.3.2　运作模式控制

9.3.3　社会职能承担

9.3.4　我国政府的定位选择

9.4　政府在产业投资基金具体环节中的作用

9.4.1　在组织模式环节的立法作用

9.4.2　在筹投资环节的间接作用

9.4.3　在退出机制环节的培育资本市场作用



 

第十章　2015-2016年产业投资基金行业的政策分析(ZY WZY)

10.1　中国产业投资基金立法综况

10.1.1　产业投资基金的立法进程

10.1.2　产业投资基金的立法焦点

10.1.3　民营资本的准入问题

10.2　2015-2016年产业投资基金相关政策制定实施情况

10.2.1　监督管理办法

10.2.2　市场培育政策

10.2.3　产品转让规范

10.2.4　国企投资管理

10.3　2015-2016年产业投资基金相关产业政策背景

10.3.1　新三板扩容

10.3.2　鼓励创新创业

10.3.3　税收政策调整

10.3.4　会计投资准则

10.4　2015-2016年地方政府产业投资基金相关政策

10.4.1　河南省

10.4.2　山东省

10.4.3　广州市

10.4.4　深圳市

10.4.5　杭州市

10.4.6　银川市

10.4.7　泉州市

10.5　政府制定产业投资基金政策的建议

10.5.1　完善产业政策

10.5.2　加强制度建设

10.5.3　反垄断角度政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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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附录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项目股权转让业务指引（试行）》



附录三：《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附录四：《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mdash;&mdash;长期股权投资》

附录五：《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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