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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基金（Fund）从广义上说，基金是指为了某种目的而设立的具有一定数量的资金。主要包

括信托投资基金、公积金、保险基金、退休基金，各种基金会的基金。人们平常所说的基金

主要是指证券投资基金。  

      21世纪的前十年，对冲基金再次风靡全球，2008年，全球对冲基金持有的资产总额已

达1.93万亿美元。然而，2008年的信贷危机使对冲基金受到重创，价值缩水，加上某些市场流

动性受阻，不少对冲基金开始限制投资者赎回。

      90年代初，美国股票市场新注入的资金中约有80%来自基金，1992年时这一比例达到96%。

从1988年到1992年，美国股票总额中投资基金持有的比例由5%急剧上升到35%。到1993年，在

纽约证券交易所，个人投资仅占股票市值的20%，而基金则占55%。截至1997年底，全球约

有7.5万亿美元的基金资产，其中美国基金的资产规模约4万亿美元，已超过美国商业银行的储

蓄存款总额。从1990年到1996年，投资基金增长速度为218%。在此期间，越来越多的拥有巨

额资本的机构投资者，包括银行信托部、信托公司、保险公司、养老基金以及各种财团或基

金会等，开始大量投资于投资基金。美国已成为世界上基金业最发达的国家。

      中国2014年的风险投资总额达到155亿美元，创下该机构2006年开始统计这一数据以来的最

高记录，两倍于2011年创下的73亿美元的最高记录。

 中国历年风险投资额

 

      风险投资市场的迅速繁荣正值IPO市场重新开闸之际，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好的变现前景。

      中国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基金市场深度研究与市场供需预测报告》

共十四章。首先介绍了基金行业市场发展环境、基金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基金行业

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基金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基金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

分析，最后分析了基金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基金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

投资基金行业，本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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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