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Q3 中国股权投资市场指数发布，疫后反弹趋势明显  

 
2021 年第三季度，我国股权投资市场保持常态化运行，募投退市场整体表现活跃，中

国股权投资市场综合指数同环比均上升，呈现出“反弹”式增长态势。其中，募资、投资明

显回升，退出端被投企业 IPO 案例数较去年同期下滑，但仍保持在高位。 
 

中国股权投资市场综合指数：2021Q3 指数保持高位，股权投资市场活跃度高 
 

2021 年第三季度，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复苏，运行质量进一步提升，GDP 同比增速虽有

回落但整体复苏趋势并未改变。股权投资市场方面，2021Q3 股权投资综合指数为 216，同

环比小幅上升。整体而言，2021 年股权投资市场“疫后反弹”特点明显，股权投资综合指

数保持高位。 
 

 

 
宏观环境指数：触及年内低点，但未改长期上升趋势 

宏观经济与企业发展情况在国内生产总值、企业新增注册数、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1、企

业景气指数与企业家宏观经济热度指数 2等指标上均有所体现。2021 年第三季度环境指数

为 171，虽触及年内低点，但仍处于历史较高位置。其中，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回升，企业家

景气指数、企业家宏观经济热度指数较上季度略有下滑，但同比大幅上升。具体而言，2021
年第三季度我国 GDP 总量达 29.10 万亿人民币，同比上升 4.9%；新增企业注册数与去年

同期基本持平；企业家宏观经济热度指数、企业景气指数分别为 39.8 和 56.6，同比上升

43.7%和 14.6%。宏观环境指数的稳步回升表明国内宏观经济环境持续向好，为股权投资市

场的复苏与从业者的信心恢复提供了侧面支撑。 

                                                             
1 
中国人民银行自 2019年 12月起将“国债”和“地方政府一般债券”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历史数据追溯到 2017年 1月份，清科研究中心使用更新后的数据调整了 2017

年以来的所有“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参数。 
2
由于人民银行自 2019年 Q2开始停止发布企业家信息指数，故指数中的“企业家信心指数”调整为“企业家宏观经济热度”，因此最终股权投资市场指数略有变化，经测
算，全年指数趋势一致。 



 

 

 
 
募资指数：募资环境持续改善，Q3同比增长 8.5% 

2021 年市场募资环境持续改善，前三季度中国股权投资市场新募集基金数为 4,574 支，

同比上升 87.3%；新募金额达 12,690.39 亿元，超过 2020年全年募资总额，同比上升 50.1%，

不乏单支基金规模超过百亿的大型产业基金、并购基金和基建基金，同时，项目基金数量也

较去年进一步提升，募资市场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在募资市场明显回暖的背景下，2021
年第三季度全市场募资分指数达 260，同比增长 8.5%，环比上升 16.1%。从具体数据来看，

2021 年第三季度募资总额超 4500 亿元，处于历史较高水平。 

 
 
投资指数：投资和回暖，投资指数回升至 2018年水平 

2021 年前三季度，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共发生 9,391 起投资案例，披露投资金额为

10,540.36 亿元。其中，第三季度投资案例数和金额为 3,306 起和 3,336.60 亿元，分别同比

上升 53.7%和 15.1%，在经历了两年低谷时期后，投资强势回暖，投资指数回升至 2018 年

水平。 
投资行业方面，投资数量首位行业依然是 IT。而生物医疗、半导体电子设备两大行业的

投资热度持续，继续位列投资数量第二、三位。金额方面，生物技术/医疗健康、半导体及电

子设备、IT、互联网、电信及增值业务位列前五位，投资金额均在百亿元量级，总投资额占

到全市场的 71.5%，科技创新、碳中和成为热门投资领域。 



 

 

 
 
退出指数：IPO市场保持活跃，美股上市数量减少 

2021 年第三季度退出市场保持常规运行状态。清科研究中心统计显示，2021 年第三季

度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共发生各类退出事件 889 笔 3 ，同比下降 27.7%，但仍保持在历史较

高水平，其中，被投企业 IPO 案例数为 478 笔，同比下降 35.2% 。退出案例数较去年同期

下降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 2020 年 8 月创业板注册制正式实施，导致 2020 年第三

季度的被投企业 IPO 案例数激增，从而影响今年的同比数据；二是 2021 年第三季度美股上

市企业数量减少，由于中企赴美上市的政策经济环境日益复杂，第三季度境外上市的中企基

本上全部来自于港股市场，境外、境内的被投企业 IPO 比例也由 2021Q2 的 2:3 下降约为

1：3。此外，由于缺少明星企业 IPO，2021Q3 上市企业中 VC/PE 机构持有的平均股份价

值明显低于前两季度，这也是造成退出指数较 Q1、Q2 明显下滑的主要原因。虽然退出指数

同环比下降，但整体而言股权投资市场退出情况仍然较为活跃。 

 
 

中国 VC/PE 100 指数：同环比下降，处于周期性波动阶段  

 
2021 年第三季度，中国 VC/PE 100 指数为 184，同比下降 4.6%，环比下滑 12.6%。

同环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头部机构的大额募资多于上半年完成，第三季度募资处于周期性波

谷，且三季度上市的明星企业不多，账面退出收益也受到一定影响。整体而言，第三季度

VC/PE 100 指数处于正常波动范围。 

                                                             
3 此处退出数量统计标准为“同机构投资同企业的多支基金退出，合并为一条”，与清科发布的“百页

PPT”统计标准有区别。 



 

 

 
 

募资指数：出现周期性波动，同比微降 

2021 年第三季度中国 VC/PE 100 指数募资分指数为 170，在全市场募资指数上升的背

景下 VC/PE 100 募资指数却环比下降，主要原因是 VC/PE 100 机构与全市场的募资节奏不

同，VC/PE100 指数所涵盖的 100 家头部机构绝大多数募资能力较强，会按照稳定节奏进

行有序募资，因此相较于全市场指数，VC/PE 100 募资指数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多支大额

基金均在上半年完成募集，导致第三季度 VC/PE100 募资指数下滑。 

 

 
投资指数：与全市场趋势一致，头部机构投资活跃度大幅提升 

与全市场投资指数趋势一致，2021 年第三季度中国 VC/PE 100 投资分指数为 206，同

比上升 36.4%。伴随股权投资市场复苏，头部机构同步活跃。2021 年 Q3，VC/PE100 机构

贡献股权投资 1,632 起，同比上升 68.6%，投资金额达 1,370.97 亿元，同比上升 16.9%。 
投资行业方面， VC/PE 100 机构的投资多集中在 IT、先进制造、碳中和、半导体和医

疗健康等领域。投资策略方面，与往年不同， VC/PE 100 机构参与大型并购、产业投资、

基石投资、上市定增的频率明显增加。 



 

 

 
 
退出指数：保持领先市场的优势 

2021 年第三季度，中国 VC/PE 100 退出分指数为 167，同比下降 19.7%。与全市场趋

势相同，本季度缺少超高市值的明星企业，例如 2021 第一季度的快手、贝泰妮，二季度的

满帮、京东物流等，导致本季度 VC/PE100 机构 IPO 案例的平均账面价值不高，因此退出

指数下滑，但退出案例数和被投企业 IPO 案例数仍然处于较高水平。 
观察历史数据可发现，VC/PE 100 退出分指数在大部分时间段内均领先于市场整体的

退出指数。2020Q3 之后，VC/PE100 机构在 IPO 企业平均回报金额、平均回报倍数、平均

内部收益率等方面，继续大幅领先市场整体平均水平，使得 VC/PE100 退出指数也明显高

于整个市场的退出指数。 

 
 
2021 年第三季度，我国经济平稳复苏，股权投资市场欣欣向荣。伴随着银行理财子公

司、险资和 QFLP 等新资金类型在市场参与度的逐渐提高，募资环境持续改善，多支百亿

级规模基金成功募集。投资市场也在经历两年低谷期后强势回暖，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碳

中和领域成为投资机构关注重点。退出受客观环境影响稍有波动，待北交所开市后退出情况

有望进一步改善。总体而言，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我

国股权投资市场经过阵痛之后，募资和投资再次进入“万亿”时代，但结构性调整仍在继续，

市场发展格局也在不断进化。 
 
 
【指数编制说明】 
 
2019 年 8 月，“中国股权投资市场指数”在千灯湖创投小镇首度发布，包含“中国股权

投资市场综合指数”和“中国 VC/PE100 指数”两个板块，清科研究中心受托执行、每季度

更新，及时展现一级市场最新发展趋势。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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