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执中、招商银行、财联社 联合出品

2025.4

中国私募股权市场
出资人解读报告2025
（精简版）



中国私募股权市场出资人解读报告

数据说明

• 本报告中所称机构的直接投资包含该机构直接投资及其管理基金的投资；机构出资基金穿透的投资指机构仅作为LP出资参与的基金穿透后的投资项目。

• 报告中出资人类型划分标准如下：

• 政府资金：政府引导基金，地方国资及国资背景母基金。

• 企业投资者：上市企业，非上市企业及企业设立的出资平台。

• 金融机构：银行业机构、保险业机构、证券业机构、信托公司、资产管理机构及其他金融机构

• 保险业机构：寿险、财险公司，其他类保险公司，保险集团，保险资管及保险中介机构。

• 银行业机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农商行，银行理财子，金融资产投资公司（AIC）。

• 报告中地域划分标准如下：

• 长三角地区：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及安徽省。

• 珠三角地区：广东省。

• 京津冀地区：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

• 中三角地区：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

• 成渝地区：四川省，重庆市。



热门省市产业投资布局4.
• 2020年—2024年全国省市投资指数

• 2024年私募股权投资地域分布

• 2024年全国热门省市重点细分赛道投资热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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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中国私募股权市场出资及投资概览



机构LP出资连续四年下降，仅相当于2020年的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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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4 各年LP出资情况（按认缴出资统计/单位：亿元）

11,243 11,579

7,637 7,778
6,923

9,467 8,472

8,093

5,828

12,083

13,758
11,173

6,863

2020

16,165

2021 2022 2023 2024

20,709
20,051

15,730 15,360

12,751

7,582

出资笔数（笔）

上半年出资规模（亿）

下半年出资规模（亿）

2024年机构LP认缴金额

1.28万亿

2024年机构LP认缴笔数

6,863笔

17%

39%

数据来源：执中ZERONE ，数据统计范围：2020.01.01—2024.12.31



LP结构仍由“政府主导”，银行业机构出资显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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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4 各年LP结构（按认缴出资统计/单位：亿元）

5.2%

4.0%
4.2% 4.7%

6.7%

5.7% 7.6% 8.7%
5.7%

13.0%
15.4% 10.4%

8.6%

22.1% 27.8%

24.4%

12.5%
14.2%

48.9%
45.2%

51.8%

16.0%
15.7%

54.9% 52.5%

2020

0.2%1.4%

2021

1.0%

2022

3.7%

2.4%
0.9%0.8%

2023

1.8% 0.8%0.7%

2024

政府资金

企业投资者

其他

银行业机构

保险业机构

其他金融机构

社保基金

证券业机构

数据来源：执中ZERONE ，数据统计范围：2020.01.01—2024.12.31

• 政府资金“托底”效应强化。超半数的政府资金占比显示

私募股权市场募资端高度依赖财政与地方国资，“返投比

例+产业招商”绑定模式成为主流。

• 企业投资者撤退。企业投资者占比较2020年下降超过6个

百分点，反映企业投资者在财务压力下收缩战投部门，加

剧“政府-产业”资本断层。幸存企业投资者出资集中于

部分龙头企业和央企，形成“马太效应”。

• 金融机构参与度提升，促进生态健康循环。银行业机构在

2024年试点政策出台后占比提升显著，发挥长期资金

“稳定器”作用。

• 外资退潮与市场化LP缺位。宏观经济波动叠加退出难的

情况下，市场化LP风险偏好降低，出资意愿大幅下滑。而

国际政经环境变化以及投资领域的限制使得外资退潮。



市场收缩下国资占比持续提升，2024年高达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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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4 国资资金占比（按认缴出资统计/单位：亿元）

19.7% 21.1% 20.0%
14.3% 11.2%

80.3% 78.9% 80.0%
85.7% 88.8%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数据来源：执中ZERONE ，数据统计范围：2020.01.01—2024.12.31

非国资及非国资控股 政府机构及国资控股

• 国资性质资金占比持续攀升。国资性质资金（政

府机构及国资控股机构）在2020年保持80%的

较高水平，2021年小幅回落后在2022-2024年

间持续攀升至88.8%，五年累计提升8.5个百分

点。非国资及非国资控股占比从2020年19.7%

波动下降至2024年11.2%。

• 政策引导+风险规避。鉴于目前国内投资市场对

于硬科技赛道，尤其半导体及新能源等资金密集

型领域需国资主导。同时在经济增速放缓情形下，

非国资的市场化资本因募资难、退出压力大等原

因规避市场风险，出资持续收缩。



2024年长三角出资最多，四省市出资过千亿

2024年全国出资地域TOP 15

2,141
1,997

1,527

1,052
978 970

583
483 430

341 318 248 169 166

947
879

511 587

302

173

410

111 110 108

413

北京市

976

江苏省 浙江省 广东省 上海市 安徽省

307

四川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196

湖北省

89

重庆市 河南省 湖南省 河北省

460

出资笔数 认缴出资金额（亿）

4 3 .0%

1 9 .4%

1 4 .7%

8 .3 %

7 .6%

7 .1%

长三角 京津冀 其他地区 珠三角 中三角 成渝

2024年 全国地域出资占比（按认缴金额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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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省市出资超千亿。根据执中ZERONE统计，2024年，北京市以2,141亿出资额排行第一，其次为江苏省，共出资1,997亿，第三名

为浙江省1,527亿。

• 北京因头部金融机构和国家级的出资平台集中，出资位列第一。北京市的出资中，包含北京市政府投资引导基金的800多亿外，新华

保险、中国信达、长城资管和东方资管等金融机构LP均有大额出资，除掉该部分影响，北京市剩余市场化出资仅158亿。

数据来源：执中ZERONE ，数据统计范围：2020.01.01—2024.12.31



基金管理人存量持续缩减，国资基金管理人占比提升

711 743 745

318

118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84%

新增基金管理人

1023
865

1579
1761

929

当年注销基金管理人

2020年-2024历年新增及注销基金管理人趋势
（按基金管理人数量统计）

22.5% 24.5% 21.7% 21.7%
35.6%

77.5% 75.5% 78.3% 78.3%
64.4%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新增国资基金管理人比例

新增非国资基金管理人比例

57.7% 50.5%
37.8%

75.0%
55.5%

12.3%

40.9% 46.6%
61.9%

22.8% 32.2%

1.5%
2.9%

0.3%

2.2%

主动注销

依公告注销

被动注销

2020年-2024历年新增及注销基金管理人分类
（按基金管理人数量统计）

16%

13%

11%

11%9%

9%

7%

3%

16%

3%3%

广东省

北京市

江苏省

上海市

海南省

浙江省

山东省

福建省

湖北省

四川省

其他地区

2020年-2024年新增基金管理人地域分布
（按基金管理人数量统计）

24%

21%

18%

11%

4%

13%

2% 2%

2%
2%

1%

广东省

北京市

上海市

浙江省

江苏省

山东省

福建省

天津市

四川省

湖北省

其他省市

2020年-2024年注销基金管理人地域分布
（按基金管理人数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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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执中ZERONE ，数据统计范围：2020.01.01—2024.12.31

• 基金管理人缩减，国资管理人增加。根据执中ZERONE统计，2020年至2024年新增基

金管理缩减严重，且各年注销数量均远高于新增。同时，在出资机构和政策双重驱动下，

国资背景的基金管理人占比进一步提升。



基金备案规模下降22%，备案数量下降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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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4年备案基金规模对比情况（单位：亿）

33,832 33,838

29,784 29,080

22,780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12%

-2%
-22%

基金备案规模（亿）

2020-2024年备案基金数量分布对比情况（单位：支）

6,380

9,109 8,849

7,664

4,281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3%
-13%

-44%

备案基金数量（支）

2024年
基金备案规模

22,780亿

备案基金数量

4,281支

规模同比

     22%

数量同比

     44%

数据来源：执中ZERONE ，数据统计范围：2020.01.01—2024.12.31



2024年私募股权投融资活跃度骤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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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4年 获投项目数量变化
（按获投项目数量统计/单位：家）

15,727

18,992

15,499

13,584

8,228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1% -18%

-12%

-39%

获投项目公司数

2020-2024年 投融资事件数变化
（按投融资事件数统计/单位：笔）

17,005

21,176

17,060

14,833

8,854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5% -19%

-13%

-40%

投融资事件数

2024年
获投公司数量

8,228家

投融资事件数

8,854笔

可估算融资金融

8,642亿

2020-2024年 投融资披露融资金额变化
（按估算投融资金额统计/单位：亿）

17,207

23,010

11,539

13,808

8,642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34% -50%

+20% -37%

估算融资金额

同比

    39%

同比

    37%

同比

    40%

数据来源：执中ZERONE ，数据统计范围：2020.01.01—2024.12.31



.从“模式创新”到“硬科技”，新质生产力赛道占比持续提升

2020-2024 全国各年TOP10投融资赛道变化（按投资事件数统计）

6.6% 6.7%

12.9% 12.7% 11.1% 9.3% 7.5%

13.1% 11.9% 14.4% 15.9% 14.2%

19.4% 20.3% 19.7% 18.5% 20.0%

26.2% 27.2% 28.3% 29.8% 32.3%

2021 2022 2023 2024

4.2%

3.9%

3.4%

3.2%

5.7%
5.6%

4.5%

4.5%

4.4%

4.0%

3.7%
5.6%

2020

5.0%

5.2%
4.3%

3.9%

3.8%
4.1%

3.9%

3.8%
5.5%

3.8%

4.7%

4.8%
4.1%
4.1%

4.0%
4.4%

电子信息 生物医药 生产制造 企业服务 建筑开采 新消费 餐饮食品 汽车交通 高端装备 新材料 人工智能 新能源

51 .5%

48 .5%

2020

54 .3%

45 .7%

2021

58 .5%

42 .5%

2022

61 .0%

39 .0%

2 0 2 3

65 .5%

36 .5%

2024

战新行业 非战新行业

2020-2024年 全国新质生产力占比变化
（按投融资事件数统计）

12
数据来源：执中ZERONE ，数据统计范围：2020.01.01—2024.12.31

• 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根据执中ZERONE统计，2020年全国投融资赛道分布较为

均匀，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生产制造作为主赛道的同时，企业服务、新消费

等赛道也得到了一定发展。随着国家政策的倾斜，自2021年起，电子信息赛道

的比重持续增加，截至2024年已经超过30%，同时高端装备占比也在不断提升。

2024年新质生产力占比已超过65%。



02 2020-2024年

中国机构投资者出资及投资分类分析



机构LP出资分析
政府引导基金 |  地方国资 |  上市公司 |  央企 |  银行业机构 |  保险业机构 |  2024年出资活跃机构LP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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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引导基金统筹出资趋势加强，主要围绕创业基金出资

2020-2024年 政府引导基金出资情况
（按出资笔数及认缴出资规模统计）

4,071

2,835

2,359

1,591

2,299

1,346

1,408

1,231

652

2020 2021 2022

712

2023 2024

+44%

出资笔数（笔）

认缴出资金额（亿）

数据来源：执中ZERONE ，数据统计范围：2020.01.01—2024.12.31

2020-2024年 引导基金参投基金类型情况
（按基金数量统计）

96 95 120 93 113

64 75
68 81 75

420
486 448

402 393

194 216

2020

13 189 121

2021

8 273 425

2022

6 305 125

2023

4 252 316

2024

639

718 703
643 631

18

创业基金

早期基金

成长基金

并购基金

引导基金

基建/不动产基金

S基金

FOF

• 国家级引导基金出资间隔长但单笔体量大，省级引导基金统筹出资趋势明显。根据执中ZERONE统计，国家级引导基金平均单笔出资

超4亿。2023年，省、市、区县级引导基金出资还几乎是“三分天下”的格局，但2024年省级引导基金出资远超其他类型引导基金，

各省“集全省之力”，将各地市级及区县级的资金统筹调配至省级引导基金出资。

• 创业基金为主要参与的基金类型。从各年具体出资基金的类型来看，引导基金参与基金整体以创业基金为主，即使2024年创业基金数

量较以往略下降，但整体占比仍旧超过50%。

2023年、2024年
政府引导基金出资金额对比

（以出资金额统计）

221

335

621

414

107

1,286

456 449

国家级 省级 市级 区县级

2023年

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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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国资出资基金数量2024年首次下降，早期基金数量持续增加

2020-2024年 地方国资出资情况
（按出资笔数及认缴出资规模统计）

5,402

6,162

5,108

6,567

4,299

1,950

2,295
2,211

2,383

1,643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35%

出资笔数（笔） 认缴出资金额（亿）

数据来源：执中ZERONE ，数据统计范围：2020.01.01—2024.12.31

2020-2024年 地方国资参投基金类型情况
（按基金数量统计）

106 114 129

233 232 257
267

200

121 135
186

181

561

715
751

746

646

80
17 253

2020

33

18 369

2021

17

14 2
89

2022

37
36

5
94

2023

15
96

5 647

2024

1,061

1,297
1,379

1,480

1,196

79

16

创业基金 早期基金 成长基金 并购基金 引导基金 基建/不动产基金 S基金 FOF

• 2024年地方国资出资基金数量下降。2020年至2023年，地方国资作为LP出资基金数量持续上升，2021年较2020年增加幅度较大超

过20%，此后两年以年均6%左右的比例提升，2024年出资基金数量在过去五年中首次下降，降幅为19%，规模亦下降35%。

• 早期基金数量逐渐增加。过去五年间，地方国资参投的基金早期基金数量逐步增加，2024年在整体出资基金数量下降的情况下，早期

基金仍有181支，此外创业基金一直是出资最多的基金类型。2023及2024年出资的S基金数量增加。



上市公司出资缩减，呈现“短期波动、长期理性”特征

2020-2024 上市公司投资基金情况（按出资笔数及认缴出资规模统计）

318 329 303

434

254

161

237 236

421

258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43%

-42%

出资笔数（笔） 认缴出资金额（亿）

• 上市公司的出资整体呈现波动。根据执中ZERONE统计，上市公司出资金额自

2022年持续下降，2024年下降显著较2023年减少180亿，下降42%。

• 上市公司2024年新增出资基金数量回落或与资本市场波动（如IPO放缓）、部

分行业产能过剩导致的投资审慎有关。在投资基金类型中，以创业基金为核心，

体现了上市公司出资既服务于主业竞争力提升，同时亦重视在资本市场不确定

性加剧背景下对风险的控制。未来随着并购重组政策松绑和产业升级需求，预

计上市公司将加大与产业资本联动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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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执中ZERONE，数据统计范围：2020.01.01—2024.12.31

2024年出资的上市公司所处赛道TOP10
（按上市公司数量统计）

25.9%

20.7%

19.0%

8.6%

6.9%

5.2%

3.4%
3.4%

3.4%
3.4%

电子信息

生产制造

生物医药

新消费

汽车交通

文娱传媒

高端装备

房产家居

建筑开采

新材料

2020-2024年 上市公司参投基金类型情况
（按基金数量统计）

25 35 39 4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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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136

232

146

113 2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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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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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16 111 19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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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11

2024

139

212 205

325

210

2022

创业基金

早期基金

成长基金

并购基金

引导基金

基建/不动产基金

S基金

FOF



央企出资在波动中逐年下降，非市场化机构可募资金

• 五年间央企的出资整体呈现波动式下降。根据执中ZERONE统计，2020年至2024年，99家央企及其下属实体共733家央企机构共向

非关联基金出资951笔，认缴出资金额共3,040亿。

• 2024年，央企向非关联基金的出资已经降至五年来最低点。在国家政策层面的持续限制下，央企更多的选择自行设立并管理基金，而

非将资金交到市场化投资机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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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4年 央企主体出资情况（按出资笔数统计）

234

296

223

118

80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32%

出资笔数（笔）

2020-2024年 央企出资情况（按认缴出资金额统计）

683

1,334

691

225

106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53%

认缴出资金额（亿）

数据来源：执中ZERONE ，数据统计范围：2020.01.01—2024.12.31



金融机构—险资退潮与银行逆袭

19

2024年
出资基金 出资笔数 出资金额 金额同比

261家 254笔 2,001亿 17%

2023年、2024年
金融机构LP出资笔数（以出资笔数统计）

2023年、2024年
金融机构LP认缴出资金额（以出资金额统计）

568

1,336

318

125
41 16

1,100

723

181
86 47

4

银行业机构 保险业机构 信托机构 证券业机构 资产管理机构其他金融机构

+94%

-46%
2023年认缴出资金额（亿）

2024年认缴出资金额（亿）
110

86

113

129

15 18

69
63 62

55

20

5

信托机构 银行业机构 证券业机构 保险业机构 资产管理机构其他金融机构

2023年出资笔数

2024年出资笔数

2020-2024年 金融机构出资情况
（按出资笔数及认缴出资规模统计）

4,677

4,068

2,780

2,001

641

785

638

471

254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404
-17%

出资笔数（笔） 认缴出资金额（亿）

数据来源：执中ZERONE ，数据统计范围：2020.01.01—2024.12.31



银行AIC—私募股权迎来“金融活水”，北京出资最多，苏杭全面合作

20

2018年6月
《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管理办法（试行）》

• 鼓励通过“收债转股”的形式开展债转股，允许依法依规面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
• 允许AIC设立附属机构申请基金管理人，通过设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开展债转股业务。

2020年2月
《关于进一步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意见》

• 支持符合条件的AIC在上海设立专业投资子公司，参与临港新片区建设以及长三角经济结构相关的企业
重组、股权投资、直接投资等业务。

2021年11月
《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支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指导意见》

• 鼓励AIC在业务范围内，在上海依法依规试点开展不以债转股为目的的股权投资业务。

2024年9月
《关于做好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股权投资扩大试点工作的通知》

• 将AIC股权投资试点范围由上海扩大至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南京等18个城市，同时适当放
宽了股权投资金额和比例限制。

2020-2024年 银行业机构出资情况
（按出资笔数及认缴出资规模统计）

605

290
389

299

741
23 22

28

39

2020 2021 2022 2023

40

2024

+148%

AIC出资笔数（笔） AIC出资规模（亿）

2024年6月
《促进创业投资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创投十七条”）

• 支持AIC稳步扩大试点地区范围，充分发挥AIC在创业投资、股权投资、企业重组等方面的专业优
势，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

数据来源：执中ZERONE根据公开数据整理

6 4 6

1 6 1 1 3 5 1 1 4
7 4 6 5 6 0 3 3 9

9 5 0

2 6 2
3 0 6

4 4 6

1 1 7
1 3 1 1 1 9 1 1 1

5 2

北京市 天津市 广州市 上海市 成都市 无锡市 苏州市 杭州市 深圳市

出资规模（亿）

基金注册规模（亿）

2022.12-2024.12 五大AIC试点城市出资情况
（按认缴出资规模及基金注册规模统计）



AIC多选择与“国资系”合作，资金较难流动到市场化GP口袋中

LP名称 类型 认缴资本（万元）

厦门产投新圆科技投资有限公司【GP】 GP 100 

工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GP】 GP 100 

厦门象屿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非上市企业 10,000 

厦门海沧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国资母基金 10,000 

厦门市产业引导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地级政府引导基金 39,900 

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关联出资】 金融资产投资公司 139,900 

工银AIC出资案例总规模20亿

LP名称 类型 认缴资本（万元）

陕西空天宏远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GP】 GP 300 

交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GP】 GP 500 

陕西空天动力研究院有限公司【GP关联方】 GP关联方 9,800 

陕西省政府投资引导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省级政府引导基金 19,900 

西安市工业倍增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地级政府引导基金 20,000 

交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关联出资】 金融资产投资公司 49,500 

交银AIC出资案例总规模1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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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执中ZERONE ，数据统计范围：2020.01.01—2024.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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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AIC开展股权投资业务详情

机构名称 累计认缴规模（亿） 累计基金注册资本（亿） 投资基金数 出资覆盖城市

工银投资 993.46 1578.83 48
【20个】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杭州市、苏州市、厦门市、保定市、
常州市、兰州市、聊城市、宁波市、石家庄市、天津市、乌鲁木齐市、无
锡市、武汉市、盐城市、长沙市、郑州市、重庆市

建信投资 229.59 701.26 23
【12个】北京市、上海市、成都市、广州市、杭州市、合肥市、济南市、
绍兴市、苏州市、天津市、无锡市、长沙市

中银资产 179.36 376.45 27
【17个】北京市、广州市、杭州市、苏州市、滁州市、大连市、佛山市、
海口市、济南市、九江市、连云港市、南京市、厦门市、绍兴市、天津市、
无锡市、资阳市

农银投资 151.86 345.02 16
【10个】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杭州市、苏州市、成都市、广州市、
合肥市、芜湖市、咸阳市

交银投资 123.66 257.55 30

【18个】上海市、杭州市、苏州市、成都市、大同市、哈尔滨市、海口市、
合肥市、嘉兴市、马鞍山市、绍兴市、深圳市、石家庄市、宿迁市、芜湖
市、武汉市、武威市、宣城市

22

• 工银投资累计出资最多，自开展股权投资业务在少数地区进行试点以来累计出资993.46亿元，累计基金注册资本达1578.83亿元。

2022.12-2024.12 五大AIC出资汇总

数据来源：执中ZERONE，数据统计范围：2022.12.01—2024.12.31
注：以备案基金为统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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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e.zerone.com.cn/info/brand/100010126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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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资—政策持续松绑，鼓励重点领域投资

2025年3月
《银行业保险业科技金融高质量发展

实施方案》

• 支持险资通过母基金、直投基金等方式参与科
技创新

• 政策鼓励险资发挥长期资金属性，通过股权投
资支持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     

2025年4月
《关于保险资金未上市企业重大股权投资有

关事项的通知》

• 调整了“重大股权投资”的可投资行业范围，
如保险集团、保险公司增加与保险业务相关的
科技、大数据产业等，原为养老、医疗、汽车
服务。

• 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可以投资设立理财、公募基
金、私募基金、不动产、基础设施等从事资产
管理业务或与资产管理业务相关的子公司

2020-2024年 险资出资情况
（按出资笔数及认缴出资规模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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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资出资规模（亿）

118

88 87

25

102

3

165

68

3

1

5

2

6

15

1月

6

2月 3月

6

4月 5月

1

6月 7月 8月 9月10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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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资出资笔数（笔）

险资出资规模（亿）

2024年 险资出资情况
（按出资笔数及认缴出资规模统计）

• 2020-2024年，险资出资呈波动态势，2021年出资规模及笔数最多；2024年是近

五年来出资规模及出资笔数最少的一年。

• 2024及2025年开年，政策端鼓励险资发挥长期资金属性，作私募股权市场的耐心

资本，并拓宽了与保险业务相关的科技及大数据产业的投资行业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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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执中ZERONE ，数据统计范围：2020.01.01—2024.12.31
注：本报告中统计不含保险资管计划的私募股权投资



险资—除政府引导基金及基础设施基金外，鲜少出资市场化盲池基金

投资机构 获投金额（亿) 设立基金数

中金资本 129.98 3

深创投 94.49 1

人保资本股权 80.00 1

普洛斯资本 77.78 3

红杉中国 69.00 1

国寿资本 40.00 1

广州绿色基金
广州产投资本

36.60 1

中平资本 30.00 1

弘毅投资 20.30 2

中信金石 18.75 2

2020-2024年 险资参投基金类型情况（按基金数量统计） 2024年 险资合作GP统计（TOP10）
（按出资金额排序）

• 险资合作的GP准入门槛高，受限于《保险资金投资股权暂行办法》，需满足“管理资产余额不低于30亿元，成功退出项目不少于3个，

注册资本不低于1亿元”，因此每年能与险资合作的机构基本是在相对固定的GP中选择。2020-2024年险资累计合作投资机构221家。

• 2024年险资的大笔出资投向不动产基金，合作机构包括普洛斯资本、中金资本等。2024年险资出资母基金及引导基金包括深圳市政

平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上海国投先导生物医药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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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4年 险资合作GP统计（TOP10）
（按出资金额排序）

投资机构 获投金额（亿） 设立基金数

深圳市基础设施投
资基金

339.00 1 

国寿资本 311.19 8 

普洛斯资本 286.49 15 

太保资本 278.99 6

中保投资 226.56 15

红杉中国 170.53 8

新华日报资产 165.57 11

国寿金石 159.54 7

中铁资本 150.00 1

晓熙投资 150.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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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资—活跃出资机构分析

• 2020年至2024年间，险资累计出资6400亿，出资633支基金。平安人寿、中国人寿累计出资均超千亿；大家人寿、中国太保、阳光

保险、和谐人寿累计出资超过200亿元。

• 除去投向基础设施基金及政府引导基金外，5年中最大额的出资均来自平安人寿，出资95亿与深创投合作，设立百亿基金投向市重点

基础设施建设、重大产业投资项目。2024年向红杉中国出资60亿，2023年出资60亿至IDG，投向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

机构名称 出资金额（亿） 出资笔数

平安人寿 1357.43 27 
中国人寿 1157.25 21 

中国太保 503.99 22 

大家人寿保险 222.95 33 

阳光保险 219.45 24 

和谐健康保险 213.94 8 

友邦人寿保险 202.81 25 

国寿投资 199.64 9 

合众人寿 182.38 13 

新华保险 178.49 12 

机构名称 出资金额（亿） 出资笔数

平安人寿 186.63 4 
新华保险 109.99 2 

友邦人寿保险 82.88 6 

人保资本 68.84 2 

太平洋资产管理 51.90 2 

中国财险 48.00 1 

大家人寿保险 47.62 5 

中国人寿 40.00 1 

中国人保 30.00 1 

大家资产管理 21.09 2 

2020-2024年 险资出资统计（TOP10）
（按出资金额排序）

2024年 险资出资统计（TOP10）
（按出资金额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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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谁在出钱（仅列示部分机构）

央企 地方国资 引导基金（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

机构LP名称 累计认缴出资（亿） 机构LP名称 累计认缴出资（亿） 机构LP名称 累计认缴出资（亿）

中国囯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6
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60 北京市政府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合伙） 891

黄山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90 深圳市引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 123

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
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84 浙江省产业基金有限公司 72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4

西部（重庆）科学城产业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72 柳州市产业引导基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2

绍兴袍江新区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70 无锡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2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3
绍兴柯桥金开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49 辽宁基金投资有限公司 54

成都先进制造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45 江西省现代产业引导基金（有限合伙） 52

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 重庆产业母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8 山东省新动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9

福州新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7 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46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0.3
浙江绍兴杭绍临空示范区光电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36 甘肃产业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45

26
数据来源：执中ZERONE ，数据统计范围：2024.01.01—2024.12.31
注：为统计纯市场化机构募资规模，因此地方国资出资中剔除向政府引导基金的出资。



2024年谁在出钱（仅列示部分机构）

上市公司 保险 银行、信托、资管等其他金融机构

机构LP名称 累计认缴出资（亿） 机构LP名称 累计认缴出资（亿） 机构LP名称 累计认缴出资（亿）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9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84 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527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10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32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0 友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67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08

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8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2 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105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4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91

广州越秀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40 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39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 中汇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3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 22

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 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2 交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21

上海浦东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5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0 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17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 瑞众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24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16

27
数据来源：执中ZERONE ，数据统计范围：2024.01.01—2024.12.31



机构LP投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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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国资躬身入局，创业及早期基金管理规模占比提升

29

2020-2024年
地方国资直投情况（按融资金额统计）

3,235

4,185

3,381
3,565

2,411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32%

投融资金额（亿）

2020-2024年
地方国资直投情况（按投资公司数统计）

3,088

3,991 3,923 3,884

2,597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33%投资项目数（家）

数据来源：执中ZERONE ，数据统计范围：2020.01.01—2024.12.31

2020-2024年 地方国资新增管理基金情况
（按注册资本统计）

1,871
2,672 2,556

2,783

2,035
1,707 2,602

4,236

1,709

2,243 3,048
3,565

3,096

3,545

1,665

1,845

1,985

933

1,197

1,392 1,416

1,133

438 598

2021

474 579

2022

643460
1,660

78

2023

155579
664

2024

550383

9,488
10,654

12,396

14,800

12,321

2020

919 934

2,022

2,283
1,742

1,269

43

-17%

成长基金

创业基金

FOF

引导基金

并购基金

基建/不动产基金

早期基金

S基金

基金数量（支）

• 地方国资基金管理人新增单支基金规模五年来最高，创业基金、早期基金管理规模占比提升。根据执中ZERONE统计，2024年地方国

资新增自管基金虽下降，但单支基金规模较2023年提升4%。基金类型上，成长基金收缩，早期及创业基金占比提升，地方国资躬身入

局，资金向初创期和发展期企业集中。

• 投资数据波动显著，2024年大幅下降。根据执中ZERONE统计，2024年地方国资直投数据大幅下降，降幅达30%左右。



上市公司直投分析：“精细化、早期布局”但长期观望，落子谨慎

30

2020-2024年
上市公司直投情况（按融资金额统计）

5,143

7,802

5,594

4,868

2,621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46%

投融资金额（亿）

2020-2024年
上市公司直投情况（按项目公司数统计）

3,065

3,852

3,198

2,720

1,48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45%

投资项目数（家）

数据来源：执中ZERONE ，数据统计范围：2020.01.01—2024.12.31

2020-2024年 上市公司新增管理基金情况
（按基金数量/注册资本统计）

221 241 348

214 215

533

365

983

708

292

835
579

572

318 320
337

223

2021

32 5897
7370

2022

60 31
5450

2023

482

27
13

31

2024

40

2020

2

2,135

1,620 1,620

1,210
1,299

131 111
146

149

40

162

40

+7%

基金数量（支）

创业基金

成长基金

引导基金

并购基金

早期基金

FOF

基建/不动产基金

S基金

• 上市公司对私募基金的管理策略转向“精细化、早期布局”。通过提升早期基金占比来进一步发掘初创期与自身业务高度相关的创业公

司，主动聚焦硬科技产业链、强化产业协同。上市公司多为链主企业，具有初创企业挖掘和投资能力。

• 上市公司直投规模从2021年高点持续萎缩、2024年收缩减半。上市公司直投数据大幅收缩，降幅均在45%左右，上市公司对投资市场

长期观望，落子谨慎，或与资本市场流动性收紧、IPO放缓等相关。



央企直投项目数量下降，开启“向新向质”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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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4年
央企直投情况（按融资金额统计）

1,931

2,213

2,944
3,177

97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69%
投融资金额（亿）

2020-2024年
央企直投情况（按投资公司数统计）

961

1,122

956 952

465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51%

投资项目数（家）

数据来源：执中ZERONE ，数据统计范围：2020.01.01—2024.12.31

2020-2024年 央企管理基金情况
（按基金数量统计）

347 420357

755

1,313

526 586

1,049

492

861

513

1,050

12092

2020

123

2021

23

134

2022

35100

27

2023

395

304

2024

3,555
4,142

2,193

1,331

1,748

214

1,532

203

189

274
290

303 299 314

基金数量（支）

创业基金

成长基金

引导基金

并购基金

早期基金

FOF

基建/不动产基金

• 央企管理下单支基金备案规模提升幅度大，早期基金占比逐年提高。。根据执中ZERONE统计，2020年至2024年间，央企及其下属关

联机构共管理基金1,043支，五年累计管理规模共1.30万亿。基金类型上整体呈现出以创业基金为主，成长基金为辅，早期基金占比提

升的格局此外，2024年，除其他股权类基金外，央企新增420亿基建及不动产基金。

• 根据执中ZERONE统计，2020年至2024年，央企及其下属实体共发生投融资事件4,791起，去重后共直投项目3,893家。根据“十四五”

规划，央企投资出现结构化调整，投资总量下降，央企开启投资“重质不重量”的新阶段，从“追规模”转向“挖价值”。



险资管理私募股权基金备案规模逐年下降，聚焦成长基金

925

589
545

418

188

16

17

12

14

5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基金数量（支）

注册资本（亿）

3

3 0 0

1 8 8

1 3 9 1 3 1

1 5 8

1 4 6

1 2 4

1 0 3

2 8 7

6 3

1 5 0

1 1 9

2 4 3

4 0 0

4 5
1 1

2 0 2 0

5

2 0 2 1

3 6

2 0 2 2

1 2

2 0 2 3 2 0 2 4

9 2 5

5 8 9
5 4 5

4 1 8

并购基金

引导基金

成长基金

创业基金

基建 /不动产基金

F O F

早期基金

2020-2024年 险资管理基金情况
（按基金数量/注册资本统计）

2020-2024年 险资管理基金情况
（按基金注册资本统计/单位：亿）

• 险资管理基金新增备案规模逐年下降。根据执中ZERONE统计，2020年至2024年间，险资及其下属关联机构共备案基金64支，五年累

计备案规模共2664亿。2020年至2023年每年都有并购基金、成长基金、基础设施基金备案，2024年备案的基金均为成长基金。

32
数据来源：执中ZERONE ，数据统计范围：2020.01.01—2024.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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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赛道变迁对比分析

排名 引导基金

TOP 1 电子信息

TOP 2 生物医药

TOP 3 生产制造

TOP 4 高端装备

TOP 5 新材料

TOP 6 企业服务

TOP 7 汽车交通

TOP 8 人工智能

TOP 9 新能源

TOP 10 新消费

2024年 各类LP投资赛道TOP10对比分析
（按项目公司数量统计）

数据来源：执中ZERONE ，数据统计范围：2020.01.01—2024.12.31

排名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TOP 1 电子信息 电子信息 电子信息 电子信息 电子信息

TOP 2 生物医药 生物医药 生物医药 生物医药 生物医药

TOP 3 生产制造 企业服务 生产制造 生产制造 生产制造

TOP 4 企业服务 生产制造 企业服务 企业服务 企业服务

TOP 5 新消费 新消费 新消费 新材料 新材料

TOP 6 建筑开采 餐饮食品 新材料 新能源 高端装备

TOP 7 餐饮食品 新材料 餐饮食品 汽车交通 新能源

TOP 8 新材料 建筑开采 高端装备 高端装备 汽车交通

TOP 9 文娱传媒 汽车交通 汽车交通 新消费 建筑开采

TOP 10 汽车交通 高端装备 人工智能 建筑开采 新消费

2020-2024年 投资赛道TOP10变化趋势
（按项目公司数量统计）

地方国资

电子信息

生物医药

生产制造

新材料

高端装备

企业服务

新能源

汽车交通

人工智能

餐饮食品

上市公司

电子信息

生物医药

生产制造

企业服务

高端装备

新材料

人工智能

新能源

汽车交通

新消费

央企

电子信息

生产制造

生物医药

高端装备

新能源

汽车交通

企业服务

新材料

建筑开采

现代农业

险资

电子信息

建筑开采

金融服务

企业服务

汽车交通

人工智能

生产制造

生物医药

文娱传媒

新材料

• 2020年至2024年，投融资赛道前四位始终是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生产制造及企业服务。新消费“存在感”逐渐降低，新材料、高端

装备位次持续上升。

• 产业结构进入调整期。2024年各类型机构LP穿透投资赛道除险资外，其他四类在前三赛道上高度一致。各类机构LP均对高端装备、人

工智能关注度较高。新消费、建筑开采等赛道位次居于末位，资金持续向高壁垒、高成长性科创赛道集中。



2024年全国热门省市重点细分赛道投资分析

2024年全国热门省/市重点细分赛道繁荣度
（按获投公司数量统计）

省（市）内
赛道排名

TOP1 TOP2 TOP3 TOP4 TOP5 TOP6 TOP7 TOP8 TOP9 TOP10 TOP11

广东省 半导体集成电路 医疗器械 生物制药 计算机视觉 人工智能 机器人 新能源 新材料 新能源汽车 航空航天 算法大模型

江苏省 半导体集成电路 医疗器械 生物制药 新材料 航空航天 人工智能 计算机视觉 新能源 机器人 新能源汽车 算法大模型

浙江省 半导体集成电路 生物制药 医疗器械 新材料 人工智能 新能源 机器人 计算机视觉 新能源汽车 航空航天 算法大模型

上海市 半导体集成电路 生物制药 医疗器械 人工智能 新材料 机器人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计算机视觉 航空航天 算法大模型

北京市 人工智能 半导体集成电路 医疗器械 生物制药 航空航天 机器人 计算机视觉 新能源 算法大模型 新能源汽车 新材料

安徽省 半导体集成电路 新能源 新材料 医疗器械 生物制药 新能源汽车 航空航天 人工智能 机器人 计算机视觉

四川省 半导体集成电路 生物制药 新材料 医疗器械 航空航天 人工智能 算法大模型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山东省 半导体集成电路 生物制药 新材料 医疗器械 新能源 航空航天 机器人 计算机视觉 人工智能 算法大模型

湖北省 半导体集成电路 生物制药 医疗器械 机器人 计算机视觉 人工智能 算法大模型

福建省 半导体集成电路 新材料 人工智能

陕西省 新材料 新能源 计算机视觉 航空航天 机器人

湖南省 新材料 新能源 航空航天 新能源汽车

江西省 新能源汽车

天津市 生物制药 计算机视觉

重庆市 生物制药 新能源汽车 机器人

辽宁省 医疗器械

TOP1 TOP2 TOP3 TOP4 TOP5 TOP6 TOP7 TOP8 TOP9 TOP10

位于全国上游 位于全国中游 位于全国下游

省/市内该赛道在全国的排名情况

34
数据来源：执中ZERONE ，数据统计范围：2024.01.01—2024.12.31



2024年全国热门城市重点细分赛道投资分析

2024年全国热门城市重点细分赛道繁荣度
（按获投公司数量统计）

省（市）内
赛道排名

TOP1 TOP2 TOP3 TOP4 TOP5 TOP6 TOP7 TOP8 TOP9 TOP10 TOP11

上海市 半导体集成电路 生物制药 医疗器械 人工智能 新材料 机器人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计算机视觉 航空航天 算法大模型

北京市 人工智能 半导体集成电路 医疗器械 生物制药 航空航天 机器人 计算机视觉 新能源 算法大模型 新能源汽车 新材料

深圳市 半导体集成电路 医疗器械 人工智能 计算机视觉 生物制药 机器人 新材料 算法大模型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航空航天

苏州市 半导体集成电路 医疗器械 生物制药 新材料 航空航天 人工智能 计算机视觉 新能源 机器人 新能源汽车

杭州市 半导体集成电路 生物制药 医疗器械 人工智能 机器人 新材料 计算机视觉 算法大模型 航空航天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合肥市 半导体集成电路 医疗器械 新材料 航空航天 人工智能 生物制药 新能源 机器人 计算机视觉 新能源汽车

广州市 医疗器械 半导体集成电路 生物制药 人工智能 计算机视觉 新材料 机器人 航空航天 新能源汽车 新能源

南京市 半导体集成电路 生物制药 人工智能 计算机视觉 医疗器械 航空航天 新材料 算法大模型 机器人

成都市 半导体集成电路 生物制药 医疗器械 人工智能 航空航天 算法大模型 新材料 新能源汽车 新能源

武汉市 半导体集成电路 生物制药 医疗器械 人工智能 计算机视觉 新材料 机器人 新能源

TOP1 TOP2 TOP3 TOP4 TOP5 TOP6 TOP7 TOP8 TOP9 TOP10

位于全国上游 位于全国中游 位于全国下游

各城市内该赛道在全国的排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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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执中ZERONE ，数据统计范围：2024.01.01—2024.12.31



2024年热门赛道投资活跃机构TOP5

2024年电子信息赛道投资活跃机构TOP5 2024年生物医药赛道投资活跃机构TOP5 2024年新能源汽车赛道投资活跃机构TOP5

2024年人工智能赛道投资活跃机构TOP5 2024年高端装备赛道投资活跃机构TOP5 2024年新材料赛道投资活跃机构TOP5

36
数据来源：执中ZERONE ，数据统计范围：2024.01.01—2024.12.31；
注：该榜单以执中原始数据为基础数据池，使用执中机构量化评价模型自动生成



2025年市场展望04



政策驱动：顶层设计推动金融“活水”，助力私募股权市场长钱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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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设计：培育耐心资本保障

国务院办公厅2025年1号文《关于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
导意见》发布

• 首次在国家层面要求政府投资基金成为“长期资本、耐心资本”

• 鼓励取消返投比例和注册地限制，减少地方保护主义对长期投资
的干扰。

• 投资方向聚焦“长周期”需求

➢ 鼓励社保基金、险资支持，投资私募股权市场

➢ 容错机制：降低不敢投长期的顾虑

上海、广东、江苏、湖南已经先后出台政府投资基金或国资创投基金
容亏免责、差异化考核等一系列创新机制

➢ 鼓励退出渠道多元化

• 鼓励发展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并购基金，探索简化退出流
程，预计未来S基金交易量将提升，加速资本循环效率

➢ 银行

• 伴随五大AIC投资试点从18个城市扩大至14个省份，AIC

注入一级市场的资金将更快速增长。

• 符合条件的银行也将设立AIC，银行业AIC将扩容，出资将

持续增加。

➢ 保险

• 投放资金将更多。伴随2025.4《关于调整保险资金权益类

资产监管比例有关事项的通知》出台，险资对创投基金投

资比例从20%提高至30%，更多资金将投入私募股权市场。

• 投资行业放宽支持更广范的行业投资，增加对科技以及大

数据行业的资金支持。

➢ 险资与AIC合作将落地增多

• 险资出资+AIC专业化管理，符合AIC对于双GP的管理诉求，

AIC的金融机构背景也满足险资投资风险的偏好。

➢ 关注S市场投资

• 险资的投资，资金体量较大，以及对于风险偏好需求，会

在直接出资的同时关注存量市场。对S市场的投资也会关

注不动产基金及基建基金等有稳定现金流的资产。

长期
+

耐心

银行+险资

金融机构将更多出资

顶层设计

培育长期资本、耐心资本

信息来源：执中ZERONE根据公开信息整理



市场化资金退潮驱使多方合作，跨机构、跨地区合作成为趋势

跨地区合作
• 目前市场上，政府资金是出资体量最大群体，

但政府出资存在严格限制出资比例的问题。

• 省际间、地区间已经开始尝试跨地区合作设立

基金，以实现“关门”资金募集。跨区优势互

补和协同发展，未来这种合作将越来越多。

多方LP合作
• 伴随着银行出资增加，银行与地方国资的合

作基金会增加。

• 地方国资、上市公司的合作可以结合上市公

司、产业投资方的链主优势。

央地合作

• 国家级基金、央企、地方基金组队，各方资

源合力落地产业基金。

• 央企与地方国资合作。央企和地方在资本、

科技、产业链、供应链等方面存在优势互补

可以高效推动产业链发展、区域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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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执中ZERONE根据公开信息整理



特别关注：1号文《意见》执行落地对于市场的影响

• 国务院办公厅2025年1号文，即《关于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财政部要会同有关部门构建“1+N”制度体系。最终

影响还取决于细则内容以及能否加强跨部门合作、能否增强政策刚性约束。

• 短期内政府投资
基金增量会有减
少

• 但长期来看，《
意见》落实将会
利好发展

• 给予创投基金差
异化管理

• 预计区域性股权
市场将成为政府
投资基金份额转
让和退出的重要
平台

• “不以招商引资为
目的设立政府投资
基金”

• 长远来看，防止资
本招商无序竞争、
重复投资已成发展
导向

• 财政的主导管理权

将加强

• 发改委将加大对基

金投向的事前指导、

事后评价

• 中央、省级政府将发

挥关键作用

• 一方面，加大央地联

动。另一方面，省级

政府加大区域整体统

筹

基金规模
短期增量影响

创投、S基金
发展加速

资本招商
弱化导向

财政、发改部门
地位增强

统筹联动和
分级管理加强

信息来源：招银研究成果



多举措助推科技成果转化，重点“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科技”

耐心资本

41

“早”
“小”
“长期”
“硬科技”

• ”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试点全国铺开，高校科研成果转化驶入”快车道“。

• 政府、产业、科研群策群力，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助力科创成果飞跃创业“死

亡谷”。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基金数量（支） 基金规模（亿）

2014年-2024年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变化趋势

• 国务院颁布《促进创业投资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支持中央企业发

起设立创业投资基金，重点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 致力长周期陪伴创新企业成长，建立创业投资与创新项目对接机制，推动国

有资本加大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布局。

信息来源：执中ZERONE根据公开信息整理



• A股上市公司2024年发布395条参设基金的公告，设立的基金主要关注的投资方向是新材料、新能源、半导体、生物医

药、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领域。

• 政府引导基金与上市公司关注赛道非常接近，市场中最主要的机构LP在2024年布局的赛道是未来资金充沛的赛道，仍将

是市场的投资重点领域。

从LP投资方向看未来产业投资布局

2024年政府引导基金重点关注赛道 2024年上市公司拟参设基金重点关注赛道

42
信息来源：执中ZERONE



执中ZERONE是另类资产信息服务商和投资交易基础设施提供商，为市场提供流动性、透明度、市场洞见、投资

交易机会，我们通过的信息SaaS和数据服务各类机构。 执中的客户包括银行、保险、券商等持牌金融机构，各类

LP、投资机构、产业资本及政府和监管机构等。

执中专注解决客户最核心的痛点及问题，服务银行的整个科技金融链条、券商的投行、投资及投研板块、各种买

方机构的另类资产配置、私募股权生态中的募资及退出难题，以及政府的产业布局、招商引资及穿透式监管。执

中用数智化方式通过提升资金与资产的匹配效率，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及科技创新。

另类资产信息服务商

和投资交易

基础设施提供商

 提供流动性、透明度、

  市场洞见、投资交易机会

               ——执中 ZER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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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行在公司金融领域多年深耕，逐渐打造出独有的领先优势。 从2022年起，招商银行提出“价值银行”战

略，坚持商业向善、商业向上，为客户、为社会创造价值，尽快形成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

与数字化变革和客户需求变化相适应的经营能力与管理水平。

招商银行针对私募股权投资生态中基金投资人、基金管理人、基金被投企业的不同需求，提供全流程服务方案。

通过举办系列私募行业论坛、组织线上线下优质企业与项目对接会、自主研发的投资管理系统与财务资金管理

系统等方式，招商银行多渠道、多手段为私募股权投资生态圈提供覆盖股权投资基金募、投、管、退的全生命

周期服务。

招商银行搭建“基金+园区+产业”一体化金融服务体系，致力于协助客户加快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提前布局战

略性新兴行业、加大招商引资，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贡献“金融之力”。

打造价值银行，开创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招商银行私募金融服务

搭建平台

链接资源

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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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圈数字化平台
扫码体验

招商银行APP
扫码体验



关注新兴产业

推动科技投资

服务于新质生产力

准确 · 快速 · 权威 · 专业

——科创板日报

财联社APP

下载二维码

创投日报公众号

二维码关注

科创板日报APP

下载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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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联社是国内领先的财经新媒体和新型金融信息服务商，由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主办。通过原创财经资讯和创新金

融科技工具，财联社着力为金融机构、上市公司、投资者等市场参与者提供有价值的金融信息服务，进一步向资

本市场服务延伸。

科创板日报由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主办，界面财联社出品，以“聚焦科创板、推动科技投资、关注新兴产业，服务

于新质生产力”为使命，深度覆盖50000+家芯片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自动驾驶等前

沿专精特新企业，5000+家专精特新 “小巨人” 企业，3000+家头部产业基金、创投机构。自上线以来，《科

创板日报》已成为科技企业、投资机构、地方政府，发布产品、投资以及产业报道的第一主流媒体平台。

创投日报是财联社及科创板日报旗下产品，聚焦PE/VC、产业基金等，揭示数字/人物变动背后的资本密码，提供

资本领域权威、专业的信息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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